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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8_90_A7_

E9_BB_98_EF_BC_9A_E6_c57_614660.htm 有人有时称我为“

建筑艺术史论家”。将“建筑”当作“艺术”，虽然已是多

数人的共识，但也还存在争论。这个争论至少已有两千多年

了，《墨子》就说过，建筑只需要“高足以辟润湿，旁足以

圉风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就行了，“便于生，不以为观

乐也”；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比西耶也曾一度声称，建

筑只不过是一种“住人的机器”。按照这些说法，建筑只是

一种物质性产品，与“艺术”是无缘的，因此建筑工作常不

大被人当作是一种文化事业。 我认为，建筑不仅是一种物质

性产品，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性产品，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或曰是精神对物质的超越。建筑的精神属性及其重要体现

建筑艺术有三个层级，其最初级的形态与物质性如物质功能

和物质条件(或手段)紧密相关。前者体现为建筑的功能美安

全感与舒适感，是“美”与物质性“善”的统一；后者体现

为材料美、结构美、施工工艺的美和环境美，是“美”与物

质性“真”的统一。第二个层级与物质性因素相距稍远，是

在达到上一个层级的建筑美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主从、比

例、尺度、对称、均衡、对比、对位、节奏、韵律、虚实、

明暗、质感、色彩、光影和装饰等“形式美法则”，对建筑

进行的一种纯形式的加工，它造成既多样又统一的完美构图

，并取得某种风格。上述两个层级的艺术品位较低，大致与

一般物质产品如交通工具、生活用品、产品设计所具有的美

相当，重在令人悦目的“美观”，属于实用美学或技术美学



范畴，一般只应以“建筑美”、“形式美”或“广义建筑艺

术”来定位。大量的、一般的、以解决实用目的为主的建筑

大多都属此类。建筑艺术最后一个层级品位最高，离物质性

因素最远，已属于狭义的“真正的”艺术即“纯艺术”的范

畴，其要义不仅在于悦目，更在于赏心，它创造出某种情绪

氛围，富有表情和感染力，可以陶冶和震撼人的心灵，其价

值并不在其他纯艺术之下，甚至远远超过其他纯艺术。这类

建筑包括国家性、文化性、标志性的大型公共建筑或纪念性

、旅游性的建筑，保存至今的传统建筑如宫殿、园林、教堂

和寺庙、陵墓等大多也属此类。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

就说过：“建筑艺术从本质上是植根在实用基础上的，但它

越过了不同的价值层次，到达精神王国，进入理性王国，纯

艺术的王国。”他所说的“纯艺术”，指的就是最后这个层

级。我几十年来的工作，主要就是侧重于这一层级建筑的研

究。 所以，建筑无疑是一种艺术，从广义到狭义，它都是艺

术。从造型艺术的角度来划分，建筑常被列入“大美术”范

畴。但它是怎样一种艺术呢？ 建筑属于表现性艺术，不能期

望它表述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再现事件场景，它与音乐一

样，都具有表现的、抒情诗般的特性，其任务是直接表现情

感。所以，贝多芬才说出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名言

。同样重要的是，建筑与音乐一样，也是一种抽象的艺术，

即它所表现的情感只是情感本身，即抽象的情感，而不是某

一个人因为某一件事所产生的具体的情感。正是由于建筑艺

术不承担体现具有明确指向性的具体概念的责任，只是直接

表现一种抽象的情感，所以它反而可以拨动更多人的心弦，

拥有跨时空的巨大优势和更多的“同情者”。 必须强调，建



筑艺术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建筑与生活密切而广泛的联系

决定了它体现文化的必然性；丰富的建筑艺术语言面、体形

、体量、群体、空间、环境，使建筑拥有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决定了建筑体现文化的可能性；它的表现性与抽象性，使

它具有与人类心灵直接相通的能力，决定了它体现文化的有

效性；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

关系并不主要在于表现某一位艺术家的独特个性，而在于映

射某一文化环境的群体心态，更多地具有整体性、必然性和

永恒性的品质。世界上诸多建筑体系莫不是各文化体系的外

化，只要文化的性格体系存在，建筑的性格体系也就同样存

在。 文化是艺术的内涵，艺术是文化的外化，所以，应该强

调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将建筑历史现象放到当时当地宏观的

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基于这种认识，本人的研究方法侧

重于宏观史学即“大历史”，希望以此在建筑史论界开拓出

一个新的研究侧重点。 但我始终认为，纪念碑、纪念塔、凯

旋门、牌楼之类的一些建筑已经不存在多少物质功能，纯粹

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建造的，这些建筑建造时的物质条

件和建筑手段也相对宽松，将其视为属于纯艺术的“雕塑”

也未尝不可。除此之外，那些处于高层级的、已达到纯艺术

层次的建筑也当作如是观。所谓“建筑艺术”只是指建筑的

“艺术性”，并不是指“建筑”这个事物的全部。因为它们

仍都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而且仍然“从本质上是植根

在实用基础上的”。 所以，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

面，应该反对不承认建筑为一种艺术或只承认它只是一种广

义艺术的观念。现实的建筑创作，不仅应遵循“适用、经济

、美观”的方针，对于那些处于高层级状态的建筑来说，还



必须补充以体现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艺术”和“文

化”等要求，并以之作为创作的追求和品评的标尺，克服所

谓现代“国际建筑”忽视各国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在创

新的同时，提倡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对艺术性、人情、乡土

、大众化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必须反对完全忽视建筑的物

质性，片面强调其艺术性，将“建筑”整体作为一种以自我

表现为标的的“纯艺术”的风气。 当前中国的建筑创作中，

这两种倾向都有突出的表现，既有抛弃文化的追求，忽视民

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创造和继承的现象，又有以追求新

、奇、特、怪、洋为尚的现象。我们主张建筑创作应回归建

筑本体，同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对中国的国情包括从资

源消耗型转为资源节约型、保护环境、保证可持续发展等问

题加以认真考虑，都是建筑创作的前提。 所以，应该提倡建

筑评论。多年来，本人理论研究的重点即在于此。将“建筑

文化、建筑艺术”的知识和理念推向更广大的人群，让建筑

界、决策者和社会大众都能了解，这是本人加给自己的特别

重要的任务。因为，对于公众性特强的建筑来说，公众的关

注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为完成《美术观察》交给的任务，也

谈谈本人的简历和著作。我1937年生于湖南衡阳，1961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分配到新疆伊犁，从事建筑设计，一

年后单位撤销，在当地当了中学教师。1963年经梁思成老师

推荐，我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建筑史论研究，一干就

是15年。1978年我回到清华大学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硕士(以

后又获清华大学首届在职论文博士学位)。1981年调中国艺术

研究院美术研究所。1988年，院领导接受我的建议，责成我

牵头组建院属建筑艺术研究室，这是全国惟一的建筑艺术专



门研究机构。1991年我成为国务院津贴学者。1998年建筑艺

术研究室改建为所，我出任所长，至2000年退休。退休后，

我仍继续从事建筑艺术研究工作，现任《建筑意》丛刊主编

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迄今为止，我已完

成个人专著10种，合作专著1种，主编著作10种，还先后参加

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建筑技术史》

、王伯敏主编8卷本《中国美术通史》(1987年获中国图书奖)

、王朝闻主编的国家重点项目12卷本《中国美术史》、李希

凡主编的中华文化集粹丛书《艺苑篇》、全国干部培训教材

《中国艺术》、《外国艺术》和《中华艺术通史》及杨辛主

编的《艺术赏析概要》等著作中建筑艺术部分的撰写工作。 

总结起来，我个人写作、合作、主编、参与的著作共29种，

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余篇，共撰写和编辑九百余万字。获中国

图书奖两次，文化部、教育部、建设部奖各一次。 我撰写的

《敦煌建筑研究》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上的高峰魏晋至隋唐建

筑研究的重大空白，完成了梁思成先生特别重视的一项建筑

史学基本建设。书初版后又再版，印数达7000册，现已由日

本东京大学田中淡博士译为日文，由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会长

李相海博士译为韩文，正在日、韩出版，并被中、日、韩一

些大学列为建筑史研究生必读书。1994年此书获中国艺术研

究院优秀专著二等奖，1999年获文化部首届文化艺术优秀成

果二等奖。 《中国建筑艺术史》是由我任主编的哲学社会科

学“八五”国家重点课题，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作序，该书

获得中国图书奖。此书共120万字(本人撰写80万字)，2500幅

图，也已被一些大学列为建筑史研究生必读书或考博参考书

，现正在台湾再版。 《文化纪念碑的风采建筑艺术历史与审



美》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美育教材。全套教材获教育部全国

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又以《建筑艺术欣赏》为名在台湾再

版。 《中国建筑》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被文化部定为中

国驻外使馆对外文化交流图书。 我曾应印度外交部文化交流

委员会之邀赴印度进行学术考察，《天竺建筑漫纪》即系汇

集考察成果所著，李希凡先生为此书作序。此外，我还曾应

韩国建筑历史学会之邀赴韩进行学术考察，赴东南亚和欧洲

进行考察。 我主编的《中国八十年代建筑艺术》(获建设部全

国优秀建筑图书荣誉奖)和《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精品集》及时

总结了中国当代建筑创作成就，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研究工作外，我主持或独立完成的规划和建筑设计约三十

项，其中包括“伊犁军分区医院”、“伊犁政治学院”、“

莫高窟第三期加固工程”、“浙江余姚四明湖风景旅游区总

体规划”、“庐山东林净土苑佛教文化区总体规划”等。 目

前本人正准备开展《中国建筑艺术概论》的研究写作，这是

在已完成的《中国建筑艺术史》基础上的又一开拓性课题。

本人正在主编的《建筑意》丛刊及《图说中国建筑艺术》、

《图说外国建筑艺术》的专著，也已成为团结青年、将建筑

文化和建筑艺术推向广大公众的重要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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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