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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6_E5_AE_9E_E7_c57_510258.htm 一个建筑好不好看，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能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就一定能够说服

别人。就像专家评选城市十大优秀建筑和十大市民最喜欢的

建筑，之间的重合率有多少倒是不一定。我想有一半就不错

了。其实，建筑设计的本质绝不在于追求形式主义的新奇和

挑衅性，更不在于纯粹表现自我个性。反而是最为平实的实

用性和使用性才是建筑设计的精髓所在，这也是建筑设计不

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主要方面。恰恰这一点也往往被人们

所遗忘。 建筑设计之所以不太好说清楚，很大原因是因为其

覆盖面太广。就普通老百姓来说，一生都要生活在建筑之中

，所以自然会有责任和兴趣来评论建筑的好坏。无论在购房

过程中批评房型的不好，还是在一个shopping mall里面迷路，

都认为是建筑师设计考虑不周。所以我们专业人士，也没有

办法，当然也没有必要反驳市民的意见。建筑不像油画，挂

墙上也不会妨碍谁，也没有听说某位市民因为一幅油画之不

好看而到政府投诉。但是在建筑设计和房地产开发中，此类

案例倒是比比皆是。 我时常反感一些建筑专业人士自说自话

，专业语言泛滥，生怕别人看懂似的，孰不知建筑本身是一

种最为平常的使用现象。正如在很多老城区的改造中一样，

虽然在很多时候专业人士并不认为它在建筑设计理论、文脉

延承方面很成功，觉得失去了老城区的气质，但是市民还是

犹如过江之鲫一样兴致勃勃往里面冲，整天里面人头攒动。

所以除了停车不方便能够达成共识之外，建筑专业判断和市



场结果在这里形成很大反差。我也不好说这些改造到底是成

功还是失败，只能认为是设计专业人士对于市场的了解还是

太少，而市民对于设计之中的大失败之处全然没有感觉。我

想得最多的倒是现在类似于深圳东门这样的市井化消费场所

是不是不应该越拆越多，给大家多留下点公共交流空间。 当

然我们还有很多设计做得不错。例如深圳有着全国最高的人

均绿化率，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深圳里面的公园密度是全国最

高的，一般步行20分钟便可到达一个市政公园。还有，直到

现在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深圳东线和大小梅沙的自然资源都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市具有一

个有设计专家体系组成的政府职能机构，才能够从深圳建市

初期就把这些自然保护列入到城市发展的法规里面。由此可

见，设计专业度对市民的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建

筑设计是时时刻刻和每个市民相关的设计行业。当然对于市

民来讲，也有机会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和建筑评价之中

去。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市政府征求重大设计项目的

市民意见。 在这里我倒提出一个意见，市民对于标志性的建

筑固然有兴趣，但他们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和自己生活息息相

关的城市市民交流的公共场所。这也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

最容易忽视的细节问题。 例如像很多城市广场这么大个东西

，本来是为市民服务，但现在的设计，雄伟有余，舒适不足

，举目望去没有几棵树，傻大傻大的，估计在大太阳的照射

下，不会有多少市民会在里面闲逛。也有一些城市中心区设

计，非要在缺水地区挖一个人工湖，这个例子倒是在拉斯维

加斯见过，不过那是一个金钱堆砌起来的城市，没有任何可

借鉴意义。再比如在深圳，在从福田到南山的城市改造中，



尤其在道路的重复整治中，市民反应最大的是人行道上的大

树愈来愈少，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小树棍，走路晒得很。本

来深圳建市时间就不长，由于起初的设计考虑不周而导致的

重复建设，不得不将建市初期长大的树木砍伐掉，这就是设

计不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建筑设计，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

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改造。专家们正在呼吁

：让人类与自然更接近些，让每座房屋都有灵魂，让新的城

市更富有人情味。 （百考试题建筑工程师）"#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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