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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根本性革命，其《走向新建筑》似一把利剑，直刺传

统建筑咽喉；而赖特则更注重建筑与环境的结合，将其浓缩

为“有机建筑”的思想，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逐

渐成为现代人所敬仰的建筑大师，因为他们为现代建筑的发

展注入了活力，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资格享受人们的

赞誉，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先生同样应该如此。 “绽放”的

思想从“新陈代谢”到“共生” “新陈代谢”是一个生物学

专有名词，指的是生物体时刻不停地与它周围环境进行着物

质交换和能量转换，借以完成自身更新适应体内外变化的过

程，即一个生命自我更新得以永续的过程。 而黑川纪章之所

以在1960年的东京国际会议上提出“新陈代谢”的思想，则

源于他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抗议。 自从蒸汽机以及稍后的汽车

和飞机发明以来，现代化就成为西方人的骄傲和其他地方人

们的梦想。现代化则就意味着西方化、机械化和国际化，意

味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传统文化的强大冲击。于是，这

种影响从欧洲开始，迅速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这种迅速的

国际化，对于没有悠久传统文化的美国影响甚小，而对于有

着悠久文化的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 黑川纪章强调：“一切生命中均存在未知的领域，而每种

文化中都有超越我们理性认识的神圣领域”。正是在这一思

想的影响下，他提出了“新陈代谢”概念，即建筑应该像生

命体一样能够进行不断的自我更新，而不是强调采用统一的



“国际”模式。设计建筑在考虑国际强势文化影响的同时，

更应该尊重地域的文化、多样的文化。 而后，经过近30年的

实践，黑川先生又不断将其思想进行完善，先后经历了共时

、变生的阶段，最终发展成为成熟的“共生”思想。 “共生

”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异质文化的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

内部与外部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历史与未来的共生

、理性与感性的共生、宗教与科学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

。而“共生”思想也成为今天建筑设计界的一个重要依据，

成为黑川纪章先生对现代建筑界最大的贡献。 黑川先生说：

“将人类视为仅次于上帝并控制整个自然界的理性生物的人

本主义学说正面临着危机，我们应该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

依赖于我们星球上许多生命形式的共生，建筑和文化同样如

此”。 海德格尔称欧洲中心主义为一种看得见的文化，它认

为世界只是像戴着特殊有色眼镜的西方人所看见的那样，相

比之下，“共生”思想认为存在多种文化的世界是丰富多彩

的世界。 从“银舱体大楼”到“艺兰斋美术馆” 在黑川纪章

先生的作品中，东京中银密封舱型塔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地

位的建筑，这也是其早期实践“新陈代谢”思想的重要代表

作，同时也表现了黑川先生早期打破“机械建筑”束缚而追

求有生命的、可以改变的建筑决心。该建筑曾被世界教科文

组织评为“20世纪世界建筑文化遗产”。 当黑川纪章谈到该

建筑时说：“这一工程的中心思想并不是寻求大批量生产的

优越性，而是寻求在自由的布置单体空间的过程中，表达新

陈代谢的可能性”。 而美术馆是一种特殊的建筑类型，因为

它要更多考虑地方的文化。正是在“共生”思想的影响下，

黑川先生设计了至少27个不同的美术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把第27个“献给”了中国南京艺兰斋美术馆。 当有人问

他如何评价这些美术馆时，他说：“这27个美术馆就相当于

我的27个孩子我创作出来每个小孩的脸型、所生的时代、所

受的教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唯一共

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遗传因子是一样的。即使他们的脸是完

全一样的，性格也完全不相同，建筑也是这样。”这正是他

“共生”思想的伟大体现。 从“新陈代谢”到“共生”思想

，黑川先生用了近40年的时间。在这40年中，他设计的作品

已经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

遗产”。 现代的勇敢“斗士” 黑川纪章曾到西安讲学时以这

样的话作为开场白，他说：“对中国西安来说，京都只是个

小孩子，可是从机场到城里的路上，我感到十分失望。”这

是他对中国城市建设的批判和无奈！ 今天，我们中国同样面

对着西方强势国际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受严峻

的考验，但可悲的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西方巴洛克风格的

建筑群，在某些中国人眼里，这就是豪华、荣耀的代名词。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则处于日益衰落的窘况，这绝不是耸人听

闻。我们更应该从黑川先生的伟大思想和行动中获取更多的

自信，像他一样做一个勇敢的“斗士”。 “我不认为日本文

化优于其他任何文化，而且我强烈反对排外的宗教主义、民

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历史循环主义。对我来说，新时代建筑

的目标是普遍的秩序与地域文化的共生”，黑川先生强调。 

可惜，2007年10月12日，黑川纪章先生与世长辞！ 正如贝聿

铭先生所说：“没有人能永远风光，但建筑是悠久的，最要

紧的是看你的工作如何，工作能否存在，50年以后、100年以

后⋯⋯任何名分都会随时间流逝，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



身”。 虽然黑川纪章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伟大思想和建筑

将永留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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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