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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F_BC_9A_E5_c57_612444.htm 中国房地产报：同

样是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办奥运，日本1964年时就由本土建筑

大师设计奥运主场馆，而中国却是洋大师独领风骚。这凸显

出我们的建筑师培养体制与世界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与建

筑师培养体制的关系何在？ 王丽方：我国建筑师的整体水平

，无论是做方案的综合能力还是处理具体技术和工程问题的

能力都不比西方建筑师差，甚至要略高于他们。至于为什么

我们没有出“大师”，我认为，大师的特点除了在设计上要

有突出的风格外，更要善于宣传，要有个人魅力甚至善于呼

风唤雨。我们的学校教给学生思想艺术的、建筑的、工程的

、技术上的东西，教给他们如何在各个环节做好，而没有教

给他如何去出名。 谈到日本和中国的对比，我觉得，可能因

为日本对自己的文化非常珍惜，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艺术包括

建筑艺术有认同，这样的环境就给了建筑大师们成长的空间

。反观我们这30年的发展，我们一开始就看到西方先进的东

西，业主们包括政府和企业普遍有这样的急切的心理：怕落

后。因此，往往索性找来外国人来设计。社会在文化上不自

信，也造成了中国建筑师想在艺术上有所建树比较困难。 同

时，我们的教育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教育目标是

让80%的学生做合格的建筑师，并没有很突出地强调个性。

而西方的建筑教育比较开放，他们可以淘汰很多学生而开展

精英教育，让3%的学生成为明星建筑师。清华建筑系如果敢

淘汰1/3的学生，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单军：我们也不



能简单地说奥运建筑本土建筑师缺位。其实，大部分的场馆

，像射击馆、篮球馆等，都是中国建筑师设计的。虽然有许

多选用的是国外建筑师的方案，但在其深化设计和建造过程

中，中国的建筑师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体现了中国建筑

师的智慧和创造力。 中国房地产报：我们的建筑师教育以及

人才成长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呢？ 单军：美国排名靠前的十几

所学校都是私立大学，我们目前在体制上就不可能做到。再

如教师的引进和聘任机制。当初蔡元培用个人的魅力，吸引

大批的名师到北大，才有了北大的辉煌。学校办学能有更多

的自主性，大学才能更有活力，才能真正做到名师荟萃、精

英云集。再如，我们的建筑教育，是要考虑到80%以上的学

生都能达到相当高的专业水平，淘汰率很低。而目前高校学

分制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少数天赋更高、更

加勤奋的优秀学生并不能脱颖而出。 还有，随着建筑业的发

展，建筑学也成了最热门专业之一，但一些新设建筑学专业

的学校的师资力量却良莠不齐，中国建筑教育各个学校之间

的办学特色也还不是很鲜明。 王丽方：就社会环境来说，一

个问题是我们社会包括媒体、大众对建筑文化和建筑师的关

注度特别低。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比如知道扬州八怪

的人很多，知道故宫和天坛（世界级的艺术巨作）的建筑师

的人很少。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建筑文化是一个从大众到皇

家普遍热议的话题，即使在印度，一个建筑师受到大众的关

注和崇拜也是我们这里所见不到的景象。不过，这些年，文

化艺术整体的进步使得社会观念开始改变，相当多的建筑师

在文化圈当中发出了声音。 中国房地产报：您认为何类建筑

师可以被称为“大师”？中国建筑师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什



么地方？ 单军：所谓的建筑大师或大建筑师，是既顺应了时

代的机遇，又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前领性”的

人。首先要顺应时代，因为建筑具有社会性，如果不被社会

认可，房子都可能盖不出来，但更重要的是，要能超越同时

代。超越了时代才能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力。 我认为一个

大建筑师的成长，一要有天分，二要有后天的努力和坚持，

三要有机遇。学校的教育不能给你天分，只能磨砺你后天的

努力和勤奋。还要有德，有社会责任感才能更好地去坚持所

热爱的专业。当然，好的学校，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有很好的

资源，能够提供更大的平台，这就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更多

“机遇”的可能性。 中国房地产报：立足于未来，您对现在

的建筑系学生和毕业生有什么期待？ 单军：首先是“热爱”

，要真正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就要热爱甚至痴迷这个专业。 

第二，要能坚持、有耐力。建筑专业需要很长的积累。面对

社会众多的机会和诱惑，我们的学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很

高智商，只要能对专业有沉下去的劲头和一种执着的专注，

就一定能获得成就。 再次，作为建筑专业而言，立足中国是

一个首要的选择。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许许

多多的问题，都是用我们原来的理论、原有的思考问题方式

或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无法解释、解决的。 最后，我

认为建筑教育是一个“大建筑教育”的概念。不仅包括在校

期间的专业学习，也包括从业后在设计院等工作单位的职业

训练，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的建筑教学与设计单位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的原因。 中国房地产报：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

能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 单军：可以预测的是，中国悠久

的文化底蕴和当今宽容、开放、多样化的思想氛围，中外建



筑界和院校间日益频繁的专业交流，加上我们更多的实践机

会和经验积累，已经创造了难得的外部条件；只要我们能冷

静地思考、总结、沉淀我们的得失，具备“全球化视野”和

“地方性经验”的中国本土建筑师，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乐观地说，也许出现世界级大建筑师的时间，会比你我预

期的更早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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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