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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4_BA_A4_E6_c57_552178.htm 一、对中国建筑与

环境现状的分析 中国当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困境主要基于以下

两方面的原因： 1、社会现状 ⑴是社会现状带来的一种环境

方面的恶性循环。 人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人类以文化

的方式存在。既不断积累文化，也不断积累问题、人类文化

既光辉灿烂，也同时附有盲目、落后的消极面。人类积极的

进行改造自然的伟大文化实践，同时造成生态的灾难，产生

消极的后果。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高速的经济

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条件日渐提升。生活的改善与经济更高速

发展的要求促使整个社会环境必须以不断的变化与之相适应

。但这种变化带来的副作用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自然资源与生

存环境的破坏，构成经济发展带动盲目的，不科学的环境、

建筑营造，而营造破坏环境、耗损资源、必将成为下一步经

济发展的隐患，一个恶性循环链。在经济的急速发展的同时

，暴露出国人对生态观念的严重滞后。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

、水土流失；西部荒漠化导致华北的沙尘暴；人们终于感受

到用牺牲生态环境利益来换取经济利益的严重后果。因此，

如何处理好建筑、环境设计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事关重大。 ⑵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资讯爆炸与科技共享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强

势文化极速蔓延。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文化乃至

生活方式的“后殖民化主义”现象。既中国人的艺术、衣食

住行甚至思维方式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以美国为主的西方

强势文化正以惊人速度进入我们的生活，牛仔裤、T恤衫、可



口可乐正成为年轻人的必须品。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在的年

轻人显的如此陌生。 中国的当代文化的“不自主性”与传统

本土文化的迷失。具体到建筑与环境艺术方面，突出的状况

是粗制滥造的“包豪斯式”建筑遍布，格调低俗的“伪欧陆

风情”“新中国建筑”的泛滥。可以说，中国的当代环境设

计的当务之急是寻求适合和展现中国本土的民族性的作品。

2、 建筑与环境艺术现状 ⑴西方强势文化的设计模式左右了

中国设计界。 现代中国认为传统的风水学是迷信的，予以否

定，导致中国在此领域理论呈现空白状态。使得西方现代设

计理论的引入成为了必然。 但在比较中西文化和哲学后，不

难发现西方的传统艺术观、社会观中充斥着大量人类实践与

自然对抗的观念，实为背弃大自然的概念。此概念指导下的

营建同时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西方在二战后，加大

对生态建筑与环境的研究，但其属于高技术的生态方式，投

入的成本极高。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是很不适合的。 在

文化艺术的角度，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于当代却少有属于自

身本土文明繁衍出来的建筑环境概念和形式，对于西方的盲

目崇拜，使得在中国随处可见“混血儿”的诞生。处于“国

人食之无味，洋人见之可笑”的尴尬处境。 ⑵传统设计思维

遭到现代文明的隔离。 真正意义上保存了中国传统建筑环境

设计思维与实践的案例，却大多集中在偏僻的乡村，往往保

持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域文化特征。而随着媒体传播的

经济发展及西方设计理念的侵入，中国乡土建筑遗留着那种

自己自足、封闭的空间结构（易于形成局部的有利小气候）

，与“天人合一”的人和环境和谐共处的态势。正在日渐丧

失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发现、保护它，使之能够拥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因为这种建筑强调的环境观正是当代设计所缺乏

又迫切需要的，而它的理论来源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

水术”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融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

生态学、城市建筑学、心理学为一体的系统自然科学。 由以

上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要完成中国当代建筑环境艺术

设计理念上的建构，不但要注重吸收和借鉴西方设计领域先

进的科技与材料及运作模式，更重要的是要发掘中国乡土建

筑环境观所展现的当代价值，做到本质思想与具体技术的契

合。 二、中国乡土建筑环境观 1、风水术概述 中国乡土建筑

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诚如上文提及到的，即为系统的“风

水术”。探求“风水术”实质，不外是在选址方面作为准绳

对地质、地文、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

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做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以及

所需采取的相应的规划设计的措施，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纳福

的目的，创造适于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一个居住地点的形

成发展及兴衰，是由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种

因素所影响、所决定的。此外，风水术还是中国传统宇宙观

、自然观、环境观、审美观的反映，与中国的道教、禅宗思

想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设计思想风水术

在某种意义上具备了实用思想与文化因素的双重内涵。这实

际上正符合设计在当代社会中体现出的复杂性它既是商业现

象又是文化现象，既是艺术现象也是技术现象。 2、乡土建

筑环境观的指导意义 作为中国乡土建筑环境观的代表理论，

风水术恰好暗合于当代设计中的生态建筑学（Acologies）概

念。按照生态建筑学的创始人美国学者麦克翰（Ian L.mchang

）所说，生态建筑学是立足在研究自然界生物与其环境共生



关系的生态学（Ecology）思想与方法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

与方法。从生态角度讲，建筑是生态系统中人的元素组群的

外延。由于人的非凡能动作用，从自然生态系统其它元素组

群中解脱出来的元素，在人的元素组群外延构成了一个新的

组群，这个组群在人的观念下实施建立，用以满足人的活动

之场所或空间的需要，被称之为建筑。而风水术理论的基本

取向，也特别关注于人建筑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

在风水理论看来，人类生存基本行为之一的居住环境经营，

概称为“宅”，其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宅是外物，方圆由

人，有可为之理。”（《答辩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宅居

环境的经营，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天道，以自然生态系统为

本，来构建宅的人工生态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将由风水术

生发的中国乡土建筑称之为中国乡土生态建筑。其中的环境

观对当代建筑环境具有指导意义。集中在两点： ⑴由于风水

注重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及其交互感，因而注重人与自然种

种关系的整体把握，即整体思维。其中关于“水”、“风”

、“土”、“气”的论述同当代科学注重地球生物圈中水循

环，大气循环，土壤岩石圈及动物植被等生态关系与资源的

处理，运用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也正是西方传统设计概念指

导下，偏重于人而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设计需要接见和

自我修正的理论。 ⑵风水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建

筑环境的选址规划中，还极为重视自然景观的 审美，讲究建

筑人文美与环境自然美能达到和谐有机的统一，在理论和实

践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美学性质，显示出中古传统文化的鲜

明特色。这有利于在当代运用传统文化的景观创造出具有现

代审美情趣又不失本土文化韵味的环境。中国广大的地域因



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的差异产生了很多有代表性的乡土生态

建筑模式，如客家土楼，陕北窑洞，华北四合院等，都是在

与周边生态环境共存共生的条件下，各类功能利用自然环境

达到完备效果的典范。并且各自拥有独立的形态样式，可以

成为当代建筑环境的借用范式，实现其形式上的再造。 3、

乡土建筑环境观对西方建筑学的影响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

西方 工业发达国家经历了所谓“人口爆炸”（Population）、

“环境污染”(Pollution)、“资源枯竭”(Poverty)的“三P危

机”，同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巨大进展，从“信息

论”、“控制论”、“系统论”，到“环境工程”，“生态

工程”等等，整个学术思潮，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转折，重

新重视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当代建筑思潮也随着发生了显

著变革，规划设计思想，理论，方法及实践由以往注重群体

及整体环境的处理，包括生态及自然景观；注重人与自然的

和谐而不是对立；注重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及传播媒介的精神

功能，包括符号机制，历史文脉等等。在这种学术思潮影响

下，不少西方学者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用来比较西方文化

，进行反思，探索未来发展趋势。当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

普里高津指出：“西方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

度和个体的关系角度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

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

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研究整体性与自发性，研究协调与

协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

国建筑环境设计起步较晚，而西方设计所经历的过程和面临

的问题必将是中国所要面对的。我们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尽早

的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以风水术中科学的环境观加以现



代科技研究成果及相关理论，并以现代材料和建筑技术进一

步在实践工作上给予设计观念更多可实现的手段和空间，使

当代建筑环境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交互感应的文化面

貌。 三、传统乡土建筑文化的当代转换 传统资源怎样转换为

一种当代的建筑实物存在，既需要寻找到传统建筑形式上的

当代因素与材料，技术上的当代运用及拓展，又要使传统建

筑的形态和功能达到与当代生活方式的契合。具体要做到以

下四点： 1、 形式的当代借用 将乡土建筑完全功能型、自发

式的形式呈现上升为一种概念化的，融入审美取向和形式结

构的艺术与功能并重，主动式的形式语言。使当代建筑既含

有传统建筑的某些特征，又要保持与其的距离，表现出创造

性。这牵涉到对传统形式的概括，变体，解构，重构等方式

，完成形式上的“差异性转变”。 2、 与技术上的运用与拓

展 吸收乡土建筑就地取材的优点，尽量运用采集运输便利的

材料作为建筑和营造环境的原料和装饰元素。包括使设计能

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完成建筑的实用功能，

减少资源的浪费，做到环保，节能，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 同时继承乡土建筑多年积淀，业已形成的一套建筑手段与

技术，因为手段与技术同材料及建筑环境的关系极为紧密，

继承可以是在去粗取精的前提下进行，对原有技术的不足之

处做相应的修改，目的的为整个建筑的过程和最终效果以及

现代人的生活要求服务。 3、 旧有生存经验与当前生活方式

的关联 人类的意识形态与接受尺度源自于生存经验的积累，

而生存经验又来自生活经历，所接受的教育，生活习惯等的

传承叠加。这注定了一定地域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

身传统与习性的亲切感，也就是一种血脉中的“趋向传统意



识”，即有传统文化印记的设计容易感召受众的生存经验，

达到接受角度的共鸣。而在当前追求高效，简洁，快速生活

节奏的生存方式中，在传统积留的生存经验记忆中选取与之

对应的设计元素，使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失时尚感的情

况下追溯回忆，幻想与回归久违的自然，完成一种感觉上的

精神释放与安逸。 4、文化保护意识与当代文化建立意义上

的共存 要做到传统向当代的转换，前提是传统建筑环境的留

存。传统的消亡使当代的建筑无从谈起。因而必须有完善的

政策保障，使各处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不为现代建筑环境所

遮蔽和破坏，保留文化资源的原貌。同时，当代建筑文化的

确定也不能是对原资源的粉饰和照搬，“假古董”永远难以

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容。对传统乡土建筑的态度只能保持在“

借鉴”上，当代创造意义是不可逃避的，最终形成的是作为

传统文化的乡土建筑与作为当代标识的当代建筑的合理共存

。 结束语：我们提倡中国建筑、设计领域重新认识风水学、

乡土生态建筑环境观的当代价值，出现更多植根于中国文化

土壤的当代作品。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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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