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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2E候机厅发生的垮塌事故，以及北京CBD区预算投资50亿

的央视新址停建疑云，使得两位国际级建筑大师法国人保罗

安德鲁和荷兰人雷姆库哈斯成为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

世界顶级建筑师，2000年普立兹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得主库哈斯，这位记者出生的建筑师一定不希望他在中国的

第一个作品CCTV新大楼被取消建设，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焦

点。 虽然，学术界对国家大剧院与CCTV新址建筑设计本身

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现在越来

越多的标志性建筑，或者说大项目的设计，都由国际建筑师

事务所赢得。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新建筑都出自国外

建筑师之手笔。 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美国建筑师雷蒙德亚伯

拉罕是建筑界一个出格人物，他的建筑设计极其激进，很多

设计只有在书里才能见到，并且标明“未建”。不过，亚伯

拉罕的最新作品类似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上凿出来的一块悬

崖般的12层建筑，马上就要在北京开工建设了。这是亚伯拉

罕为一位山东民企老板设计的海鲜酒楼，这位老板对亚伯拉

罕的要求很简单：要造北京最炫的建筑。“如果是在美国，

我不可能让这样的设计真的能建起来。可在中国，人们开始

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亚伯拉罕说。 中国城市正在经历迅

速膨胀的过程，仅从1999到2002年期间，就有60.9亿平米的建

筑拔地而起，几乎是全国已建面积的两倍。如此庞大的建筑

设计市场，自然吸引了许多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师。 除了安德



鲁、库哈斯外，因设计了伦敦泰德现代艺术馆而成名的瑞典

建筑师杰奎斯赫佐格和皮埃尔德默隆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

计“鸟巢”国家体育馆；1993年普立兹克奖得主英国建筑大

师诺曼福斯特正在负责北京首都机场改建工程；2004年普立

兹克奖得主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的招牌迷人曲线将勾勒出广

州新剧院的轮廓。上海的外滩三号的改建由美国设计师米切

尔格瑞夫斯完成。 “在北京、上海几乎绝大部分标志性建筑

都由外国人设计，而且这些设计都很大胆，具创新精神。”

同济大学建筑系博士，安德鲁的学生章明表示。 “中国是块

容得下无穷创意非常巨大的空白画布。”扎哈哈迪德说。很

多在国外不可能建造的项目，在中国却是可能的，而且可以

不计成本，不计其他影响，只要这个建筑有足够标志性。中

国成了世界建筑师的实验场。 然而，这样一场不计成本的豪

华实验引起的争议声音正在越来越响亮。 前不久，中科院院

士，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吴良镛，曾用这样的话

勉励他的建筑学博士研究生们：“希望在你们的手里面，不

要出现CCTV新址这样不负责任的建筑。一个建筑并不是不

考虑美观，但花多大的代价得到什么样的美观，以及是不是

只有惟一的途径才能得到美观，不能不考虑。中国现在并没

有富得不在乎这50亿。”激进中的中国建筑中国引入现代建

筑的概念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保留下来一些可圈可点

的建筑，基本上也都是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解放以后，个

性化的建筑设计被压抑，中国建筑基本上是秉承苏联的模式

。 改革开放以后，被长期压抑的对建筑个性的需求被极度释

放，演变为在建筑上追求新鲜独特的狂热。改革开放20多年

以来，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建筑的消费上出现井喷的趋势。然



而，中国现在又缺乏地标性的建筑及具有创意的本地设计师

，寻找国外建筑师就成为非常自然的选择。 “外国人跑到中

国来当大师，是我们自己造神运动的结果。”吴良镛向记者

表示。 吴良镛认为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

，并没有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那些张扬地位、扬名立万的

建筑作品往往受亲媚，而这类建筑基本组成元素是：高科技

、前卫、夸张、解构、冷冰冰、酷，尤其崇尚“奢侈”。“

中国的建筑现在变得像一部功夫片，各路英雄各显奇招，誓

要出奇制胜击败对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世界建

筑》主编王路说。 央视的要求很简单：“要力争成为国内以

至国际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高尚文化品位的标志性建筑。

”无疑库哈斯的设计满足了央视的要求，CCTV的新大楼外

形很酷，然而却招致了国内建筑学界的一片批评声。 中国需

要什么样的建筑？ “金茂大厦是一个成功的设计，至少不论

是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都认同。”章明说。金茂大厦是由美国

芝加哥SOM建筑事务所设计，典型的国外作品。但SOM在设

计中，考虑了苏州古塔的造型，SOM建筑师不是拘泥于国际

式的现代建筑的樊笼，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结合起来

。金茂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很难界定，关键是社会认同什么样的

建筑。而在现在浮躁的社会中，需要一段时间去积累对建筑

的认同。”南京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雷说。

现在，谈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并不可行。因为类似建筑

本身就是艺术的一种，很难用标准去界定。从中国现在的国

情出发，希望大家对建筑的认同是：“实用、节俭和艺术性

的统一。”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的建筑体系。 “讲



究工程，讲究结构，讲究文化，讲究造价”，是吴良镛对中

国建筑的理解。吴良镛认为中国的城市正在大规模的建设中

，可以说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吴良镛认为，形成中国

建筑的认同，关键是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能够和国际建筑大师

同场竞技。 市场呼唤设计师制度“目前中国建筑师无疑也正

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吴良镛院士

说。确实，无论是心理上与制度上，对于中国新兴的建筑师

事务所来说都非常不利。制度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某些项目必须是达到某个级别的建筑设计院才有机会竞标。

其实，从技术上说，小型建筑师事务所完全有能力承接。 “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没有资格。”非常建筑事务所的

鲁力佳“女士”向记者表示。像非常建筑这样的事务所，有

能力承接很多项目，然而现行制度却剥夺非常建筑的机会，

而这对中国建筑师的成长是不利的。同时，崇洋媚外的心理

在建筑界也普遍存在，虽然有些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作品并不

理想，甚至是让国人OEM设计的，却依然被业主吹捧。 近几

年建筑事务所在中国依然发展得很快，虽然活得并不滋润。

非常建筑、马达思班等做的一些小项目，也证明了这批中国

新锐建筑师的实力。虽然国际建筑大师在中国大露锋芒，但

背后有这些中国建筑师的思考。前《哈佛设计杂志》的主编

南希莱布森说：“新一代中国建筑师正在改变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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