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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BB_BA_E7_c57_612443.htm 申奥成功之后的这7

年，正是中国建筑设计受西方思潮冲击最大、也是最明显的

时期，西方理念在中国迸发了巨大的鲶鱼效应，给中国建筑

师和建筑业带来的冲击与思辨也是空前的。 今时今日，在奥

运会闭幕以后，回眸、梳理过往，中国建筑界到了又该做出

一个阶段性总结的时间结点了，而站在这个结点之上，对后

奥运建筑、科技的思考也不可避免。 奥运建筑的中国元素 中

国房地产报：在北京奥运场馆的设计中，国际建筑师占据主

流地位。您觉得这一现象给中国的建筑设计界带来了哪些影

响？ 周榕：西方建筑师很聪明，他们进来时很少采用自己单

独的团队，而一定是跟国内团队合作。而更聪明的是国内的

一些建筑师，尤其是国内几个主要的设计院和设计机构，他

们主动去寻找国际招投标团队作为自己的伙伴参加竞争，水

立方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建院主动找了澳大利亚的

一家设计公司共同合作。中国建筑师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

多有用的东西，并且在奥运设计竞赛中取得了重要的发言机

会。我想参与奥运建筑的设计工作对于他们设计能力的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而实际上这些主要的奥运场馆的设计与建设

，由于有了中国建筑师和建设工人的参与，在竞争与建设过

程中，也给中国的建筑界带来了相当大的自信。即便主导几

个主要建筑的创意依然是来自西方，但是我觉得中国人能够

参与进去就是一个重要收获。 方振宁：中国建筑师在这次竞

赛中虽说崭露头角，但主要的场馆设计还是处于配角位置。



但是，中国建筑师通过这次盛会取得了中国建筑史上从来没

有过的锻炼机会，也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关，在这点上是

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房地产报：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奥

运场馆的竞赛和设计中，充斥着各种中国元素。您怎样看待

这一现象？ 周榕：我个人认为奥运建筑中最精彩、最杰出的

两个无疑是鸟巢和水立方。实际上鸟巢、水立方如果从形状

上来说，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思想里面阴和阳的奇妙融合。

比如说鸟巢，它本身就是一个钢铁材质的庞然大物，但是整

体意向又做得非常纤细，这就体现了一种阴阳的交融。 而水

立方本身使用的是水泡这样的意向，但是整体上又是一个横

平竖直的建筑，这也是刚与柔的结合体。而且它还体现了中

国自古代起就存在的“建筑不是永恒的事物”这一观念。中

国古代的建筑到一定年限就经常更换，拆了重建，所以它的

那种临时感其实跟中国的建筑传统有很相似的地方。而这两

个建筑如果不是放在北京的话，就体现不出来这种感觉。 西

方设计思潮冲击波 中国房地产报：您觉得西方思潮的到来给

中国建筑界带来了哪些影响？积极的方面和负面影响各是什

么？ 周榕：我感觉到现在为止，中国建筑界受到西方建筑思

想的影响还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受西方建筑形式的影响比

较大。 但我觉得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更多地只关注

了形式而没有关注思想本身。现在中国建筑界的问题就是形

式主义太严重了，尤其是近年来北京和奥运有关的几大建筑

，以及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楼等公共建筑，均过于形式主义

，而且追求宏大纪念性的倾向明显。 不过也因为西方建筑设

计思潮的冲击，中国的建筑界变得不再保守。自从国家大剧

院、“鸟巢”、央视大楼这几个大型建筑出现之后，我觉得



中国建筑界的思想得到了一次解放，开始能接受一些新鲜的

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想了，这为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股自由之

风，同时地方政府的决策也开放了许多。 方振宁：建筑对城

市和年代的影响要从长远来看，中国向全世界招标是近几年

才开始的，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些外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以

及带来的设计思想对中国来说影响并不算太大。 从积极的方

面看，西方建筑思潮给中国的建筑界带来了一些进步。那些

由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优秀的建筑，往往会启发人们的创造激

情和欲望，给中国建筑师们带来动力。而在这样一个开放的

环境，由西方设计思潮进入中国带来的刺激，对中国建筑师

的成长也非常重要。 消极的方面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

。因为国外建筑思潮进来，首先是对中国的公共建筑，即地

标性建筑产生了影响，并没有对人们居住等方面需要的建筑

产生过多影响。 中国房地产报：这几年来西方设计思潮大举

入侵，各种建筑上被移植了西方的设计风格和元素，例如曾

流行一时的“欧陆风”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周榕：我

个人非常明确地反对欧陆风，因为这就像一个现代法国人穿

着17世纪法国贵族的服装，是一种很滑稽的东西，那是一种

时空的错乱。 而对于所谓的西方和东方，现代主义一个很大

的特点就是把建筑的地域性给消除了，其实很多现代的东西

都是相通的，你很难说哪些是移植西方的，哪些是东方的。 

当然，如果你百分之百地“拷贝”，或者从别人那儿截取一

段下来那是不好的。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设计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用我们现代的材料和现代工艺，按照中国人的文化或者

是生活习惯做出一些属于中国的东西。这是我比较赞赏的一

种倾向。 齐欣：这种移植肯定是不好的，但你不能归咎于西



方建筑设计思潮对中国的影响。“欧陆风”这种东西，你在

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这完全是一个中国现象。 我们应该学

习的是方法和观点，而不是风格或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世

界上任何一位卓越的建筑师，都不会照抄别人的风格，也不

会抄袭别人的语言或形式，而是基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去做个人风格的作品，实际上这才是一种创作。所以从创作

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国建筑师可能还没有达到

这个层面吧。 中国房地产报：您认为中国建筑界应以怎样的

态度对待西方设计思潮的引入与冲击？ 周榕：我觉得最好的

办法就是互为参照系，也就是说你的眼界要能够扩大到全球

范围。西方建筑思潮，包括西方建筑师大量进入中国，总比

不让他们进来好，要不然你就真的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根

本不知道人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就会彻底地处于弱势。由

于西方的东西进来了，中国建筑师的整体设计水平和10年前

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齐欣：我觉得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大家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不管你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你

在东方做建筑时就要考虑东方的具体情况，做西方建筑时就

要考虑西方的具体情况，跟所谓东西方没有直接关系，应该

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后奥运时代中国建筑师之路 中国房

地产报：近几年来我们国内的建筑市场大多被国外设计师抢

占，很多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中鲜有中国建筑师的身影。你怎

么看待目前中国建筑师在中国建筑设计界所处的地位？ 周榕

：还算正常。因为我们国家整个建筑设计水平，至少在10年

前跟西方当代的这些设计师还差了相当长的距离。这就像中

国男足一样，你确实技不如人，踢不过人家是肯定的。 但是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互相切磋、融合，整体来说，现代中国建



筑师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建筑师经过这些挑战之后

还能生存下来，那么这些生存下来的人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经

验，对今后都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以前中国建筑界是一个

典型的官本位的圈子，建筑师都是以各大国有设计院、主流

建筑院校为代表，他们形成了建筑界的主流声音和主流权威

，这些人实际上没有经过市场的历练与竞争。而由于西方建

筑师大批进入，随之变成一个天下大乱的格局，一直到现在

慢慢地开始出现新的秩序，那些年轻的建筑师、民营设计机

构、个体设计事务所纷纷出现，我觉得是对原来体制的一种

强大冲击。我个人认为，中国建筑界的新秩序实际上是在重

建过程中。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对中国建筑界和建筑师们

是一种促进。 齐欣：外国人在中国做的建筑实际上还是非常

少的，只是因为那些外国人做的建筑可能更引人注目些，但

是我相信全国至少有95%以上的建筑都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

。 虽然一些比较重要的项目招投标后最后都由外国建筑师获

得，但要看到，我们是在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人家二三百

年的路，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可能总

体水平比较差，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快。 中

国房地产报：奥运这个平台结束之后，后奥运时代，中国建

筑师的未来之路又该走向何方？ 周榕：奥运会从申办到举办

也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而建筑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东西。

在奥运会结束以后，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一下以奥运建筑为

代表的这一批六七年间建出的建筑。中国的建筑不缺少宏大

叙事，尤其在北京，这种宏大的地标性建筑太多了，虽然这

些建筑本身设计水平高超、建造工艺精美，在视觉上也给人

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城市生活来说影响并不大，



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觉得北京也好、全中国也好，更缺

少的是真正从人的需要、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建筑。说到后

奥运时期建筑设计应该怎样发展，我觉得必须要真正建些能

够关怀到人们根本性需求的建筑，不要忽略城市存在的根本

目的。 中国的建筑师未来应该根据自己本身的实力和条件，

发挥自己的特长，针对市场做出不同的应对。因为中国建筑

市场在未来可见的时间范围内还是一个庞大的蛋糕，是世界

上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这里面有很多的发挥机会。如果说

有一部分建筑师有很强的创造性、有很好的阅历和经验、有

很广阔的全球化视野，那么这些建筑师完全可以在巅峰对决

里跟国外的顶尖建筑师放手一搏。而更多的建筑师则应该扎

扎实实地做好自身的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齐欣：这个问题

我倒不担心，中国建筑师的学习和进步能力本来就很强，奥

运会只是起到推动的作用，把一些东西加速了。历史的车轮

永远都会往前推动，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国家不再有所谓中外

建筑师的区别，而只有好的和不好的建筑师。 方振宁：中国

已经开放到了一定程度，而建筑也是随着经济增长发展起来

的，人们的生活富裕以后，对居住的空间、品质、舒适度都

会有新的要求，所以才有了建筑的发展。奥运建筑只是橱窗

建筑，象征国家进步的建筑，属于少数派，跟中国普遍性建

筑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关系，它只是中国建筑潮流中的一部分

。 中国建筑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让我们的建筑有质量、有

舒适度，所以建筑的方向一定是向民用化，向个人住宅的个

性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在未来至少50年

、100年里，中国建筑师都是有活做的，除了那种大型的公众

建筑外，民用类和商用类建筑也需要大量有个性的建筑师。



我觉得这将是未来中国建筑师的发展方向。1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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