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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A_92_E4_BD_93_E6_c57_538957.htm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

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评价了后媒体时

代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理论与批评的整体表象。在

历史大关系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与批评的

特点：（1）超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2）视觉化倾向；（3

）中心冷寂，边缘喧嚣；（4）与哲学关系密切；（5）语言

立场上，表现出批判能力逐渐疲软。文章最后指出建筑媒体

应着重于推进建筑学价值内核的确立，而不仅仅是激活建筑

学的边界。 关键词：建筑理论与批评 权利与政治 视觉化 边

缘与中心 哲学 语言 评价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要从

历史的大关系中去观察和体认，并且“后媒体时代”这一“

断代”也需要放在20世纪整个传媒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确证

（当然这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只是借用这一时段来考察建

筑理论与批评的当代转向问题），因此，本文首先要理清20

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并初步论及中国后媒体时代的形

成。 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建筑，不管其发展历程多么复

杂，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延续性。20世纪中

国建筑发展的主线其实是建筑“现代化”（modernization）

的问题。侯幼彬教授曾对近代中国的建筑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近代中国建筑的主线索是“现代转型”，属于后发

外生型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不同，它

并非自发的生成，而是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是一种由外力

引发的现代化。这种发展状态历史地注定了中国现代化与西



化的不可分割，也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知识体系

的移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曾普遍有一种“走向世界”的

雄心与“实现现代化”的热望，但“走向世界”与“实现现

代化”这些修辞本身就显示了我们处于弱势文化的边缘地位

；到90年代中后期，我们还来不及思考是否已走向世界时，

另一个核心话语全球化就迅速在中国登陆。无论我们怎样惊

讶与不解，全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语境在中国弥

漫并扩张开来。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报告厅里，我们可以听到

弗兰克盖里、斯蒂文霍尔、矶崎新等建筑大师的演讲，在私

底下的交流中，也会随时听到中国的“双语精英”分子的“

欧洲口音”或“美国口音”等等。但全球化并不能掩盖中国

仍在延续的历史，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敏锐的理论家及马克

思主义者发现了全球化表象之下的东西，即文化的侵略关系

强势文化逐渐侵蚀弱势文化，并最终将其同化。在这样一种

文化传播背景下，中国传媒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一的社

会价值标准逐渐多元化；电视普及，互联网的传播学地位急

遽上升；原来以语言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转变为由视觉形象

为主导；媒体业进一部细分观众（读者）⋯⋯。以上种种迹

象表明，中国已在内力与外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后媒体

时代。 一、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环境 1．社会与文化

环境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

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

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

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

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



。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

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

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

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

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

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

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

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

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

（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

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

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

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

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

，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

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

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

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

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

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

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

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

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

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

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

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



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

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

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

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

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

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

。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

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

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

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

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

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

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

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

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

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

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

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

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

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

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

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

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

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



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

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

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

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

’（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

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

．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

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

。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

，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

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

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

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

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

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

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

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

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

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

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

。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

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

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

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

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

心 此处所说的边缘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位，



而是指在建筑理论与建筑批评中围绕建筑学价值为内核的部

分为中心，外围的远离建筑学价值内核的部分为边缘。察看

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会发现中心冷寂、边缘热

闹的场景。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而建筑理

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倾向却十分明显。大众对建筑批评的关注

与热忱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大众的评论不能作为建筑学核心

意义上的评价基础，大众与媒体的参与充其量只是丰富了建

筑学的外延，形成建筑学科对大众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但这

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建筑学的基本评价体系。 在西方，现代

主义的天才常常感到与大众的疏远（这一点可以在波德莱尔

的诗歌里明显地看到），而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则明显有一种

取悦大众的倾向。当代中国一批年青的建筑师以一些“很有

思想”的建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知名度，媒体曝光率很高，

各种学术会议与展览上也时常会有他们的身影/作品出现，他

们的行为与活动虽然促进了建筑师与公众之间的了解与互动

，繁荣了媒体的建筑现象与评论栏目，但在这些喧闹的表象

背后，究竟有多少属于建设中国当下建筑文化内核的部分，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要寻找的东西也许只在灯火

阑珊处。 （百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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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