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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1/2021_2022__E5_86_B7_E

9_9D_99_E9_9D_A2_E5_c57_611880.htm 我们常说“建筑是凝

固的音乐”，但“建筑同样是一种权利的雄辩术”，德国著

名哲学家尼采如此评价建筑！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年终

特稿有篇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撰写的《权力美学：中国建

筑的头号敌人》，这个标题很深刻的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待

建筑的一种态度和现象。不久前，由11位国际知名建筑设计

师设计的贵州花溪CBD方案经媒体曝光后舆论哗然，被网友

戏称为“史上最牛CBD方案”，有专家将其称之为“妖怪般

的建筑”。“这些设计就像是穿着时装去上班的模特，华而

不实。看不到区域特色，看不到现有的城市文脉。”清华大

学著名建筑师及建筑评论家彭培根教授如此评价。而为纪念

中国成立60周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国资委、北京

市建委作为支持单位的“北京当代十大建筑”评选活动近日

启动，近几年在争议声中建成的鸟巢、T3航站楼、国家大剧

院、新中央电视台等都拥有较大优势。稍微用心留意下，与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

军事博物馆，及90年代十大建筑中的首都图书馆新馆、北京

植物园展览温室、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等相比，今天的北京

地标建筑则更加张扬，更堪称所谓的“地标”。就在2008年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

在这项众人关注的调查结果中，美国因其强盛的经济态势而

占据了半壁江山，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的北京也意外

的拥有了其中的三席，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常



常见到人们把建筑当作炫耀财富、地位的手段，不论是“要

建一个别处从未见过的”或“50年不落后的”建筑以显示独

特的个性，还是把国外知名的建筑搬到中国来，其实都反映

了一种典型的时尚心理，这与今天大众文化有着很重要的关

系。当代建筑要想守持其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取向，

就必须对大众文化进行深入的反思、批判和引导，专业设计

师更应该自觉抵制并消除其对建筑文化的负面影响，避免建

筑活动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异化和物化。作为

国际大都市的北京是中国的“风向标”和“领航者”，全国

很多地方城市都在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各种发展动向。笔者希

望社会各界应慎重对待“地标建筑”评选，更要冷静地面对

“地标建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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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