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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9_AF_E9_95_9B_E8_c57_613738.htm 贝聿铭先生倾注心血

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将于10月6日向世人揭开面纱。这不仅是大

师设计生涯中的又一丰碑，也是中国建筑界的一大盛事。为

此，本报约请了北京、上海、江苏三地的建筑专家和学者对

贝聿铭的建筑风格、理念和精神进行解读和阐释，同时也对

我国的建筑生态进行审视和剖析，期望通过对贝聿铭先生的

关注和探讨，得到关乎中国建筑业未来发展的更多启示。 编

者 吴良镛参加完在广州举行的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匆匆返

京，记者的电话尾随而至。吴良镛一生获得众多荣誉，如

今84高龄却不愿稍作歇息，又开始投入新的项目，这与长他5

岁的贝聿铭的工作劲头完全一致。但两人的事业侧重点又有

不同：贝老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实践者，总在不停歇地把自己

汩汩喷涌的才华变成建筑品质；吴老则在操刀城市建筑的同

时，又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把思考的积淀变成谆谆教诲和

理性的文字，来引导年轻的同行。虽说建筑界向来“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但约请辈分相近的吴良镛说一说贝聿铭、

说一说两人共通的建筑理念，似乎是比较恰当的。 贝聿铭：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是不赶时髦的。” 

吴良镛：“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

一时。” 两位大师不曾商量，但英雄所见略同。 盖房子，其

实是盖城市，必须认真研究城市环境 问：苏州博物馆新馆强

调两个特点：一是“中而新、苏而新”；二是“不高不大不

突出”。这两个特点反映了哪些建筑理念？ 答：我想应该可



以反映两点：一是中国的建筑，尤其是文化建筑必须根植于

文化传统；二是建筑必须要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融合。这两

点综合起来，就是我曾经提出的“大城市”的概念：建筑师

，这个环境不只是人工环境，也不只是自然环境，应当包括

历史环境、社会环境，乃至政治环境。” 问：您刚刚谈到文

化传统，它与成功的建筑设计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 答

：汲取文化传统，把它运用到建筑设计之中，建筑就能成为

城市的点睛之笔；否则建筑就会失去生命与灵性，最多只能

成为实用主义的一件物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遗憾。 现在有

些建筑本来位于非常好的地点，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却没

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我心里很难受。我在主持设计山

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时候，就把其定位于在特殊地点(孔子家

乡)的特殊功能的建筑(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它必

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又屹立在这个文化之乡，必须具备特有

的文化内涵。在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对中国书院建筑

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

再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的技巧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

“欢乐的圣地感”。如今，孔子研究院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

志性建筑。 我这里还要提及上海的金茂大厦。当今世界，一

个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的现代建筑樊笼，

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美国建筑

师在设计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融合了中国传统

塔型的构造，将传统建筑手法与现代材料结合，高，单纯，

但不单调，是靠着完美比例关系的层断，挑起观者视线的波

澜，让建筑有着一种成长运动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像中



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

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有了丰富的历史

、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

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东坡记游，即刻光彩照人。 

中国传统的建筑元素，在贝聿铭诸多建筑设计中得以体现 问

：在您看来，贝聿铭的众多设计中，有哪些融合了文化传统

？ 答：巴黎卢浮宫入口的玻璃金字塔不仅融合了法国人的浪

漫情怀，与卢浮宫的艺术气质也交相呼应，且采光巧妙，被

称为建筑的经典之作。他在国内的某些设计，比如香山饭店

，采用院落式设计，堪称将现代建筑艺术与中国传统建筑特

色相结合的精心之作。他苏州老家的长廊曲径和假山水榭，

也在他诸多建筑的借景设计中得以体现。 问：很可能成为贝

聿铭封山之作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即将开馆，您对这幢建筑有

什么评价？ 答：对新馆的设计，建筑界似有颇多争议。我没

有亲眼去看，不能妄作断言。等以后有机会去参观以后，我

才能形成属于我的看法。 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

境，是每一个建筑师应有的追求和情怀 问：您是业界公认的

国内“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

科学？ 答：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

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在它的发

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

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

决。 过去我们以为建筑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

，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现在我们城

市建筑方面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通过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



经济、艺术、政策、法规、教育、甚至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建

筑，形成“广义建筑学”，在专业思想上得到解放，进一步

着眼于“人居环境”的思考。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我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

、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

在大地上，这也是每一个建筑师应有的追求和情怀。 当“洋

设计”在中国成为“时尚”，建筑业更要具备文化的自觉、

自尊和自强 问：目前，国内重大公共建筑中标方案公布之时

，已经很少能够看到本土建筑设计师的名字。从奥运场馆

到CBD建设，从世博开篇到城市建筑、从城市规划到住宅布

局均是如此，甚至就像浙江金华这样的小城，也请来了“鸟

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答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对我国的

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洋设计”在中国建筑业的确已

经成了“时尚”，但某些未经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城市原有

的文脉与肌理，以致中国的一些城市成了外国建筑大师或准

大师“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的“实验场”。 我并不是说不

能借鉴西方，我也不是反对标新立异，恰恰这是文化艺术最

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学生，也经常出国和国外的建筑师接

触。这其中当然得学习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们

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我们有的人甚至认为昙

花一现的东西也是中国的未来，这是不能认同的。这也是我

对国家大剧院和央视新楼提出异议的原因。 问：现象背后说

明了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答：这种现象其实反

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失去建筑的一些

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



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可

惜我们自己的建筑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我们在吸取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更

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态度、文化自强的精

神。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对文

化多样性进行必要的保护、发掘、提炼、继承和弘扬。“中

学”和“西学”要结合起来。 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正面临新

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认为中

国建筑师无此才能，而是失之于方向的不明确。中国建筑师

必须明确建筑形式的精神要义在于植根于文化传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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