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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是古色古香的中国宫殿紫禁城

，还是个性十足的奥运场馆水立方？是浦东陆家嘴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还是新天地修旧如旧的里弄人家？这些标志性

的中国建筑一方面承载着中国五千年历史厚重的文化符号，

一方面更显示着今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成果；而先

后举办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则是将他

们介绍给世界的绝佳机会。 如何把中国房子做得既有文明的

传承又有时代的建树？如何令传统的中国房子变身现代的建

筑功能在上海世博会上大放异彩？近日，记者走访了数位境

内外建筑设计名家，听他们谈谈其心目中“中国房子”的独

特个性。“境内外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

式，主要是大屋顶、廊子、院子；还有人认为虽然中国建筑

文化很有特色，但已经与现代的技术和材料不相适应，是过

时的文化。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依旧是建筑的灵魂。”谈

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的

张健博士侃侃而谈，他告诉记者：“我们的传统建筑、尤其

是居住建筑，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现

代西方建筑所探讨的生态性和共生论。” “在我看来，中国

的传统建筑无疑是最美的，更是与自然最为和谐的。”早年

留学美国，如今在申城一家大型建筑设计研究院供职的建筑

设计师方及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中国建筑的传统美学最

崇尚天人合一的精神，尊重自然的传统文化，在今天也是建



筑美学始终要追求的目标。 方及生告诉记者，这种文化特征

在如今的一些新建筑中也多有体现，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

中国馆“东方之冠”： “作为黄浦江边的一抹‘中国红’，

“中国之冠”的建筑本身是非常‘硬线条’的，有时或许会

给人一种压抑感，但通过四大交流平台的设计将其‘软’化

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正体现了中国建筑的文化特征。” 专家

们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发展迅速，造就了百多亿平

方米的居住及公共性建筑，但也出现不少简单抄袭外国建筑

形式与产品符号的作品，造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变异与失落

。 “中国建筑文化的出路，在于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文化的

精髓，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世界先进建筑设计理念，进

行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新。”美国W&R国际设计集团中国区执

行董事刘江泉表示。作为美国最大建筑师事务所之一的中国

代表，他直言中国的建筑需要外来的因素，然而中国文化向

来是包容的和开放的，“未来的中国建筑文化应以科学为基

础、以中西文化为底蕴、以节约能源为本的建筑形态。既要

保持中国文化特色，也要接受外来科技。” “重新审视我们

的传统，中国建筑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内涵。我们须以传统

建筑文化为根，同时一定要引进西方建筑文化以刺激我们的

创新，两者不可偏废。”曾经参与世博会建筑设计的上海设

计师杜先生告诉记者，不少像江南造船厂这样的老建筑都进

行了改造，“焕然一新”迎接上海世博会，对此他认为：“

要赋予老建筑新的生命力，世博会对城市的影响并不仅仅是

那184天，如果最终留下的是既有传统特色又富时代精彩的中

国房子，意义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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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