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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如果不到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走在普通的大

街小巷，或者从宾馆的房间望出去，你甚至会在某一瞬间有

些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十一长假过后，避开黄金

周出行的高峰，贵州的李先生带着新婚的妻子开始了蜜月旅

行，上海南京天津北京西安，精心选择的线路先后经过五个

历史悠久的名城，李先生期望能够和妻子一起感受中国最古

老的文化和最现代的城市风貌。然而，二十天的旅行让他们

得出的结论却是，“其实都大同小异，各地的楼房跟我们家

乡的也没有太大区别。” 李先生的感慨也是许多人共同的感

受。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

建设高潮之中。然而，在建筑市场欣欣向荣、建设工地一派

繁忙景象的同时，“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的

“千城一面”现象却日益突出。 “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需要受

到严重关注的时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朱文一教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切。 北京四合院

、延安窑洞、山西大院、苏州园林，云南三合一照壁、四合

五天井⋯⋯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也从来

都不缺乏光辉灿烂的建筑文明。因此，人们不禁要问：究竟

是什么造成了城市的趋同、特色的丧失，是谁偷走了城市的

灵魂？ 发展太快，需求太快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

与区域规划设计所所长朱波在谈及“千城一面”的原因时，

一连说了许多次“太快”。他认为，“发展太快，社会需求



太快，以至于好多东西来不及消化，来不及反思，也来不及

仔细斟酌。” 在朱波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铁

的定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二三

十年，满足老百姓基本的住房需求是城市建设的客观需要。

人只有先满足了最基本层次的需求，才有可能考虑文化、环

境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千城一面’是不

得已、也是必然的产物。” “国外做十年、八年的项目，我

们可能就十个月、八个月，不允许规划师、设计师反复考虑

论证。”这是朱波的切身体会，也几乎是国内设计师的共识

。因此，著名建筑设计师、也是倍受争议的中央电视台新大

楼方案的设计者库哈斯曾这样调侃中国同行：“中国建筑师

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

建筑。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倍。

”250倍的提法不一定科学，但是，目前城市建设的速度过快

乃至过于盲目，的确值得警惕和反思。朱文一也指出，“城

市化速度过快，建设周期短，从而导致工业流水线式的标准

化、装配式的建筑模式，是导致’千城一面’的一个重要原

因。” 据建设部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4年的41.8%，这个速度在全世界

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有建筑总面积四百多亿平方米，预计

到2020年还将新建三百亿平方米。 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

有偿使用及房地产行业的崛起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用朱

波的话说，“在市场环境下，对利润的追求不可避免，政府

虽然有相当的调控能力，但对许多东西也无能为力。” 外来

文化的冲击 “这些发展总体是好的，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在大发展



的同时，来不及、也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对于作为

专业人员并不希望看到的“千城一面”，朱波表示了一定程

度的理解和宽容，同时他也指出，“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

有必要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大拆大建，是不

是有必要都拆了，是不是一定要建四处一样的、放在这儿可

以、换个地儿也行的玻璃盒子、方盒子？” “所谓’千城一

面’，其实就是没有特征的现代建筑和现代建筑景观。哪里

来的？实际是西方功能主义演变的结果。”朱波认为，禁锢

了太长时间，国门忽然打开，外来文化的冲击加上我们对自

身文化一再否定，导致审美没有一致标准，是造成“千城一

面”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是崇洋心理和文化

的迷失在相当程度导致了乏味而没有特征的现代建筑大行其

道。他说道：“一个民族，吸纳别的民族的优良文化是必然

的，但总得有个度。西方文化是几千年积淀的结果，我们的

文化背景和根基不同，通常只能学到形式或皮毛，很容易’

画虎不成反类犬’.” 唤醒意识是关键 就在大面积新建筑建

设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迹和文明在这

片土地上永远地消失了。这让两院院士、先后师从梁思成和

沙里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心痛不已：“为了最

大限度取得土地效益，老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

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

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作’地皮’来

处理，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

废铜’来使用。” 对于正在少数大城市兴建的一些奇异建筑

，吴良镛也表示出十分的关注和担心，“现代化与科技是把

’双刃剑’，在具有无限的创造力的同时也具有惊人的破坏



力。不堪设想的是，这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浇铸的摩天大厦

在各地一座一座建起来之后，随着这建筑史短暂的一页翻过

去之后，这些建筑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

的伤痛。” 对于被吴良镛先生称之为“旧城损毁、新建凌乱

”的一系列问题，朱文一教授指出了他认为的问题症结所在

：“包括投资方、决策者、人民群众乃至设计师在内的所有

相关人员，意识的匮乏是造成’千城一面’现象的根本原因

。唤醒人们对文化的认识、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才

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无论是追求政绩的领导

，还是崇尚“欧陆风”的开发商或普通民众，包括绝大部分

设计师，如果能唤醒人们对文化的再认识，唤起人们对中华

文化和地方特色的欣赏和珍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情况将

有所不同，市场导向就会不一样，政绩观也会随之改变。 他

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使学习了西方的知识，根是

不会变的。”“要想改变’千城一面’，挖掘自己地方的特

色是惟一途径。这些特色包括：自然环境、文化和人。不同

地方三部分特色所占比重会有不同，但是一定是各有侧重，

各有特色。通过对城市这三方面的分析，就可以设计出产生

于特定环境、依赖于特定文化、符合特定人群生活习惯的建

筑。” 他还指出，城市特色缺失将导致人们自我识别能力的

丧失，生活在没有识别性、缺乏亲切感的城市里，很容易导

致人们对城市缺乏认同感，甚至引发焦虑、心理不平衡等情

绪。人际关系、邻里关系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方盒子

式的单元楼房有关。 一个城市的复兴最终所要表现的不只是

经济上的繁荣，更要有文化艺术的积极传承和不断创造。如

何找回属于中国城市的灵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



需要全社会和几代人共同的不懈奋斗和努力。在接受记者采

访的过程中，专家们一致认为，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

政府到民众，城市规划意识和对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视已明显

加强，人们期待着一个多元并存、既有普适性、又能保持地

方特色的新的城市面貌出现。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

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 （百考试题建筑

工程师）"#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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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