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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忠雄在《建筑家的20岁年代》中写道：“能不能让人心里

滋长出某种感情，才是我评断建筑的基准。”没有什么比建

筑更能恰如其分地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与性格。如今，对于

建筑规划设计的重视与行动已成为考量一个开发商社会责任

感的标准之一。南宁，将以怎样的建筑风格来体现它的独特

性格？又将通过怎样的建筑语言来实现它与国际的“对话”

？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开发商站在一个装扮城市容貌的

最前沿地带。如果仅靠大量的宣传与低廉的价格赚取市场份

额，而交给城市一个建筑风格低俗、建筑质量劣质的项目，

必定会使城市整体的文化内涵与生态价值大打折扣。 一个城

市的幸运之处，应该是开发商们能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

，还能自豪地告诉他人：这幢建筑是我建造的！ 王兴田无疑

是“2006当代中国建筑创作论坛（南宁）”备受关注的建筑

师之一。 12月9日，南宁国际会展中心105室展出了崔恺、王

兴田、刘力等建筑师和广西各大建筑设计院的代表作品。 多

年来，身为早稻田、同济九州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建筑

创作论坛召集人、一级注册建筑师的王兴田，一直致力于当

代中国建筑创作论坛的筹备与召集。翌日，他将从“回归自

然”的设计角度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建筑师共同探讨本次

论坛的主题回归建筑本体。 中山路的骑楼很“南宁” “对南

宁建筑物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飞机场到市内街道的绿

化，及映入眼帘皆是郁郁葱葱的亚热带风景一直让我记忆犹



新。”王兴田这已是第八次南宁之行。 “建筑之于南宁还处

在一个发展时期，从城市建筑整体上还看不出独特的岭南风

格。给我的印象是目前南宁与北京、长沙、南昌等城市的差

异性还没有体现出来。惟独中山路的骑楼，让人感觉这个地

方很南宁！不但反映出本土特色，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和本土文化的凝聚。”王兴田直言南宁目前的整体建筑风格

特色不够鲜明。 而事实上，“地域性”作为一个地方区别于

其他地方的代名词，已成为本次论坛各大建筑师共同关注的

重点。 以“寻找地域文化”为命题的中国建筑设计院研究院

总设计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崔恺在论坛中表示，在建筑界

，一般对地域性的认识往往来自于对地方建筑的分析和观察

。高明者，取其内在的智慧和逻辑加以今天的语言来表达，

不够高明的做法则是取其过去的语言或形式来包装今天的内

容。 广西建筑综合设计院研究所总建筑师蒋伯宁则认为，如

要彰显“现代建筑地域性，乡土建筑时代性”的创作手法，

如传承地域文脉与建筑精神、浓缩民居与村寨地域建筑风格

、体现建筑与地域环境的共生共存、创造时代气息地域建筑

以及继承传统街区与传统建筑创作设计，就要创造出更多具

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现代地域建筑。 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 南宁以区域性国际城市为发展方向，那么在建筑上如何

体现与国际接轨？ 王兴田告诉记者：“这里面往往有个误区

，认为现代化、国际化就是欧美化、西方化。当然，我们不

可否认现代化起源于欧美，起源于西方。但随着现代化的发

展波及全球，文化的同质感已不可回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

很多建筑师产生了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与疑惑⋯⋯其实欧洲

文化与现代化是同时在发展的。” “越要国际化，就越要民



族化。”王兴田对于南宁今后的建筑走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 “南宁今后在建设方面应增强文化性，同时还要把地域特

征挖掘出来。”对于南宁建筑的地域性，今后应如何挖掘？

在王兴田看来，首先有待于政府的重视；其次开发商需要在

这方面出力，打造文化品牌；此外还需要建筑师在充分了解

南宁地域特征后再进行设计；最后是老百姓对建筑文化的认

可，提升欣赏水平。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这组建筑不错！”

同时身兼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的王兴田在接受采访时以

他的专业视角向记者打开了一个评价建筑的新角度。“我们

要用发展的眼光思考，5年以后，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而且建筑要注重城市的关联性，建筑与建筑之间要关联

、协调。一个城市要有一个基色调，各个建筑摆在一起像一

家子，有一家人的共性，而不是争奇斗艳。”王兴田如是说

。 如何做到建筑的和谐？“一个国际级建筑大师的作品在一

个城市不会显得很突兀，这源自他对建筑之于城市的理解。

”王兴田对记者说，建筑应还原于真实，还原于自然，需结

合自然景观及对绿化方面的修饰把环境凸显出来。应该体现

出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绿城南宁。 多元化建筑风格是必

然的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国建筑师纷纷进驻中国市

场，为此国内的建筑师不得不反思，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靠什么？ 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设计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和

荔园山庄的蒋伯宁总建筑师认为：过去，我们主要是从外在

形式去探讨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如中轴对称、大屋顶、琉

璃瓦、马头墙、格子窗、小天井等。但在如今日新月异的城

镇化进程中，我们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中悟出了一条现代建

筑设计取胜的创新之路地域建筑特色再创造。如果将地域特



色比喻成为精神性的物质，那么物质可以是全球化的，但精

神只能来自本土。 对于南宁目前城市建筑的发展状况，王兴

田对此作了客观的分析。他认为，发展中的南宁建筑风格比

较凌乱，做到统一思想很难，但个性特点可以相互弥补，其

建筑风格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建筑必将根植于城市文化。

”王兴田如是说。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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