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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时失去许多份额，但我国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

师认为，这是我们融入国际建筑潮流的开始；只有这暂时的

付出，才有我们将来在国际竞逐中胜出的一天 近30年来，我

国建筑风格日见多样，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大型建筑，甚至

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所谓“现代”、“后现代”的样式已

屡见不鲜(它们固然也带来某些弊端，对此本文暂时不谈)。

而这些建筑物多半都是由外国建筑师中标设计的，它们的面

孔又是那样与众不同，与我们的传统风格更是大相径庭。不

难想象，这冲击了人们的审美习惯，甚至触伤了一部分人的

民族自尊心。于是，一种情绪起来了，一种言论也随之传开

了：这些外国建筑师竟把他们在国际建筑市场上推销不出去

的货色拿到中国来兜售。 这样的看法显然已经越出了建筑专

业的学术范围，进入道德的层面了。我认为这样的情绪和言

论缺乏开放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一个刚走出封闭

状态的国家，要与世界“接轨”，首先要掌握并习惯于国际

间的各项“游戏规则”。拿建筑来说，建筑师在各国间的客

串、游动几乎是国际一体的，今天这个建筑师在别国投标或

中标，明天那个建筑师在本国投标或中标是司空见惯的事。

君不见，9.11被恐怖分子毁掉的、曾经是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

大厦是日本人设计的，而现在在原址上重建的建筑则让德国

人中了标，须知，美国建筑师的阵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当

然，美国建筑师也不乏在外国大显身手，例如耸立在西班牙



毕尔鲍厄的古根海姆博物馆，那座极新颖的“后现代”建筑

奇观即出自于美国建筑师F盖里之手。德国是现代建筑的开山

祖“包豪斯”的故乡，其建筑力量历来不弱，然而德国的政

治标志性建筑国会大厦改建工程的设计却交给了英国建筑师

诺曼福斯特勋爵。法国的建筑亦享誉世界，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先后以两位总统即蓬皮杜和密特朗名义建造的蓬皮杜文

化艺术中心和卢浮宫扩建工程都没有采用本国设计师的方案

，前者让意大利的皮亚诺和英国的斯特恩中了标，后者则由

总统指名请美籍华人贝聿铭来担纲。至于备受赞誉的悉尼歌

剧院，众所周知，那是丹麦建筑师伍岑的杰作⋯⋯总之，建

筑作为艺术范畴的一种，是最不看国界，最能体现智慧共享

精神的，而且在理论、技术和信息方面也是最少保密意识的

。各国建筑师在彼此客串与互动往来中，可以获得较大的施

展自己本领的空间，并且可以让更多的异域民族来检验自己

的作品。这对于世界建筑业的整体提高和发展无疑是十分有

利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建筑师队伍与世

界建筑强国相较，暂时还处于弱势。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

中强调：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智慧成果。也就是在这之后

，我国的一些大型建筑，首先是上海、广州、北京等地开始

实行对外招标。 外国设计师的中标使我们暂时失去许多份额

，但我国最富活力的中青年一代建筑师却并不气馁。他们认

为，这是我们融入国际建筑潮流的开始，就像当年加入WTO

一样。只有这暂时的付出，才有我们将来在国际竞逐中胜出

的一天。这才是民族自信的表现。 近年来我国实行国际招标

的那些大型建筑，中标的绝大多数都是国际第一流建筑师及

其建筑事务所。建筑作为艺术，他们自然是按照国际通行的



新的建筑理念即“现代”或“后现代”来构思他们的作品的

。而现代建筑师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以重复为耻既不重复前

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因为重复是

匠人的习性，而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不难想象，在这样

的时代特点下，新、奇、怪的建筑层出不穷就成为不可避免

的现象。 无疑，现代艺术(包括建筑)的美不等于新奇怪，但

无数新奇怪的总体中必然包含着现代的美。举世闻名的悉尼

歌剧院就是从众多的“后现代”建筑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她的崭新的建筑语言与多意象的美受到全世界公众一致的赞

誉，以至刚到“而立”之年就被联合国确立为“人类遗产”

了。 自从“现代”、“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许多美学信

条都改变了。比如，“对称”是过去一条重要的美学法则。

但现在国际美学界普遍认为“不对称”也是一条重要的美学

原理。因此对待现代艺术，需要宏观的文化视野，还需要“

微观”的艺术经验。在这方面，与学问多寡不一定有必然联

系。一个经常接触现代艺术的出租司机与一个不经常接触现

代艺术的院士在对待同一件现代艺术作品时，前者发表的意

见，可能比后者更在理。同样，一个经常接触或专门从事古

典艺术(建筑)研究的专家，他的大脑被固有的审美信息饱和

了，对现代艺术也会格格不入，以致形成“泥古、厌新、拒

外”的惯性思维。对于这类朋友的意见，你说得再多，他的

大脑已进不去别的信息了。（作者：叶廷芳 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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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