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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我们需要增强民族的自信和文化

的自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如何在这个黄金

时代整合建筑文化、让中国创造的中国房子能够走向世界、

面向未来？ 房地产行业已经取得了壮观的物质成果，但和中

共中央最近提出的建立创新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距离

尚远。在建筑文化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异现象，造成了房地产

开发不顾民情、建筑文化传统面临断裂的严重问题。 文化是

建筑的灵魂。在新的时空和环境下，研讨建筑文化已经超过

了学术的范畴，不仅对个人和企业成长有关，更与房地产产

业的发展有关，也关系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崛起乃至对世界建

筑文化应该做出的积极贡献。 反思是总结的前奏，总结是前

进的基础。在反思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追根寻源

的同时，研讨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本质及其发展，也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中国建筑文化的三大误区 反思之一，

中国建筑文化先天不足，后天多难。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建

筑体系中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约束、

皇权政治的主宰，中国建筑在世界的影响力很低；加上鸦片

战争以来，伴随着强权经济、政治的侵略，薄弱的中国建筑

文化传统不断遭受到外国建筑文化的冲击。在不平等的中外

建筑文化交流中，尽管产生过有特色的作品，但先天不足的

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一样，是多难的、落后的。

建国后产生出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是1959年通过北京兴建



十大建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国建筑文化传统有很大的

发扬；但此后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受俄罗斯建筑文化的影响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多年紧缩和调整建筑标准，以及文革

中的“大批判”，都波及到建筑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本来

是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但却又受到“欧陆风”的

侵袭；严重的“青黄不接”使西方建筑文化填补了我们发展

的空间。由此引发出的建筑文化问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

时的，而是长远的。 反思之二，对中国建筑文化业内至今定

位不清，误区重重。对于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是什么、在今

天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存在着很多认识

上的误区。误区一，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要

是大屋顶、廊子、院子；不了解中国这些特殊建筑形式形成

的内涵和人文精神，只会在现代建筑的楼体上硬搬某种廊子

、亭子。误区二，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已经过时了。他们承认

中国建筑文化很有特色，但认为这些传统已经与现代的技术

和材料不相适应，是过时的文化 ；因此，在是否需要发扬传

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其实，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历史上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文化而兴盛、

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

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第三，就是体

系的对立。有人认为中西文化体系各不相同，要搞现代建筑

就不要讲传统，两者不可兼得。这种观念在房地产业界颇有

普遍性，在建筑师中间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看问题的。虽然他

们在中国土生土长，但受现代建筑教育多于受传统建筑文化

的教育，建筑传统的根基很薄，基本上是喜新缺旧，缺乏建

筑文化修养。新一代的建筑师认识上的浅薄必然导致一方面



迫于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设法去满足政府领导和发展商的

意愿，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明星”、“大师”的左右，在我

们的建筑报刊、书籍、报告中，到处充斥着西方的建筑文化

，许多建筑师难免受其影响，随波逐流。 有一位著名的外国

的建筑师曾这样说，我在中国的看到的建筑基本只有两种：

要么是模仿、要么是彻底的破坏。外国同行都如此深刻地看

到中国建筑文化存在的问题，现在，应该是为中国建筑文化

传统重新定位、走出重重认识误区的时候了。 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的精髓在哪？ 反思自身，我们缺乏建筑文化的自强意识

和保护的政策。21世纪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和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希望直接借鉴西方现成的发展

经验，加快自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尽管我们意识

到WTO打开大门以后，西方建筑文化的“狼”来了，但是，

如何应对，如何与“狼”共舞，我们缺少思想上、组织上以

及政策上的准备，没有适时提出建设方针和行政指导，基本

上处于被动状态。这是造成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日本早在30年代就开始众多的设计大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要有日本特色”。战后复兴时，主管部门和建筑师取得共

识，要求新建筑物一定要传承日本的文化。即使科技和材料

已经发生变革了，还要通过混凝土体现日本传统建筑的本质

特点。80年代，在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他们转为全方位地

挖掘传统文化的核心，提升到从空间把握传统文化，通过内

部构造的研究，对日本建筑文化做出了积极的传承。至今，

日本众多新建筑开发仍在积极寻求保持深厚的日本建筑文化

特色。不能不说，在日本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政策指引和

保护措施是其建筑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中国



和日本的历史不同，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但如果我们在“狼

”来了之前对本土的文化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强

的精神，一旦西方建筑文化随着外资投入与技术引进进入市

场，我们也不会丧失文化的竞争力，不会出现崇洋的攀比，

也会在新一轮的建筑开发中让中国建筑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 究竟哪些是中国建筑文化传统？其精髓在哪里？传统中哪

些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呢？我认为，其中包括：美学原则和

建筑形态，崇尚天人合一的精神，注意环境与建筑交融，崇

尚自然美和人性文化所演绎的悟性共鸣的园林景观的构成原

则。 中国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传统文化并不落后，反而与

西方文化的追求很相像。比方说我们许多古城的规划很有文

化性和地方性，注意了环境的有效利用，成为了今日的风景

名胜。而现在我们一般的城市规划和开发区大多只注意道路

的宽阔，缺乏个性化。还有，我们的传统建筑、尤其是居住

建筑，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现代西方

建筑所探讨的生态性和共生论；而现在很多开发项目受政治

、经济利益的驱使，忽视了这些美德，在豪华的小区、宏大

的会所中，大多都在延续同一个模式，重复同一个思路，违

背了因地制宜、因环境而宜的原则。现在流行的造园艺术也

大多停留在公园式的建筑上，既没有发掘中国园林的生态平

衡措施，也很少塑造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造成了园林与文

化的断裂。假使我们摆脱崇洋的迷信，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

，中国建筑文化将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 意在寻根，志在

崛起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主张复古、倒退，也不是针对现有

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提倡大家搞义和团式的行为，而是意在

寻根，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扬光大，



从而启动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积淀民族的自信

，提升自己的平台，真正变与“狼”共舞为引“狼”共舞。 

创造中国的建筑文化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建筑文化。他们沉淀

出的建筑文化有不少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但西方19世纪

、20世纪的文化成就不可能是解决中国今日建筑大潮所遇问

题的灵丹妙药，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新的建筑文化。我们要以

传统建筑文化为根，用中西建筑文化激发我们的创新。上海

的金贸大厦因为启动了中国传统古塔的神韵而在投标中获胜

。最近一批有胆识的开发商开辟了像“观唐”、“九间堂”

这样一系列的中式住宅，融合中西文化，创新别墅市场，引

领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潮流。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也出现了演绎

新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楼群。我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

后创作过蓝海酒店和中国文化中心等项目，也有一个体会：

吸引、引进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化，需要民族化、当地化；同

时，继承建筑文化传统，需要结合现代的功能需求和科技发

展对其加以现代化；两者不可偏废。 当然，继承和发展中国

建筑文化传统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花开遍地，文化

的崛起需要有一代代人的努力。另外，创新中国建筑文化，

只有建筑师的努力是不够的，特别要有发展商和政府主管部

门的支持，如果只有一方面的努力是做不到的。 陈世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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