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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7/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6_96_87_E5_c67_467182.htm 国际建协第２０届大

会发表的《北京宪章》指出：“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

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

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

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

社会。”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

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

、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

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

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 建筑文化

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

、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

，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

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

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

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

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

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

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

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

，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

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



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

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

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

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

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

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

、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

，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

，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

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

条基本原则。 二 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

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

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

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

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

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

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

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

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

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

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

，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

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

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

影响。 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

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



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

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

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

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

，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

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

类社会。 三 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

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

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

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

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

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

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

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

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

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

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

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

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

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

，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

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

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



”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

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

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

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

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

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

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

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 四 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

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

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

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

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

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

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

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

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

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

，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

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

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

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

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

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继承中国传统，发扬民族形式，

创作建筑艺术美的问题经历过多少次探索和讨论。经历了解



放初期模仿“大屋顶”的怀旧复古时期；经历了批判复古主

义，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阶段；经历了文革批判洋

奴哲学，推行“干打垒”穷过渡的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初

期崇尚西方，风靡“欧陆风情”时期。经过反复摸索的艰难

曲折以后，中国建筑师开始走继承传统，适应功能，采用高

新技术，探索古今交融，实现建筑创作现代化的正确之路。 

本文所谈建筑文化的环境与交融只是初步探讨，许多深层理

论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应当牢固地树立

起“科学的建筑文化观”，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加速建筑文

化与环境、与民族、与社会、与时代的交融进程。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