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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徐敏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六届住交会上，有多个论坛

在同时举行，但是中国建筑规划论坛无疑是人气最旺的一个

。论坛嘉宾中，有建筑大师胡绍学、赵冠谦、蔡镇钰、陈世

民以及著名房产商张宝全、卢铿、梁伯彤等。对于“设计中

国反复争夺的建筑话语权”的主题讨论，几位建筑大师的话

语振聋发聩。在建筑界，中国建筑师的话语权与语境问题引

起了在场与会者的共鸣。当今建筑界中国建筑师有话语权吗

？现场与会者中大多为年轻的建筑师，连过道也站满了人。

他们对于建筑大家与著名开发商的对话很是兴奋，同时也为

没有洋建筑师参与而略感遗憾。 论坛主持人，华高莱斯顾问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一开始就生怕跑偏“走火”，他说，今

天这个题目有点火药味，就两个小时如果说不好就有可能跑

偏。此次论坛揭示一个问题，中国建筑师话语权的失落是缘

于开发商或是洋建筑师的强势，还是自身的不足？中国建筑

师的话语份量 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说：“讲争夺的时候主

持人提到不要讲偏了，‘不要简单地说成是中国建筑师和外

国建筑师对市场的争夺，也不要变成世界背景的’。其实我

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回避，争夺在今天来讲是一种褒义词，是

一种肯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的建筑师们，长期以

来根本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文化领域或者其他领域来表达自己

，他们没有声音，他们也没有争夺。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包括在我们的建筑教育体系里面，没有把建筑放在艺术领



域里面来对待，而是把它放在技术领域来对待，把建筑或者

是我们的建筑师变成了一个画图的工具，而根本不是一个创

造者”。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建筑设计大师胡绍学教

授的谈锋很尖锐，他的发言不回避同洋建筑师的话语权争夺

。他说：“话语权本身就是一个主动权。现在有一个大家都

能看到的现象，就是有那么多的外国建筑师、外国事务所已

进进入中国市场。据前两年统计，高端市场90％的项目都给

国外设计师拿走了。现在不光是高端市场，中端的市场也开

始被进入。这就带来一个现象，那就是我们中国建筑师没有

话语权，或者是没有了市场份额”。他认为话语权也有一个

语境的问题。中国的语境为什么不行？他举了一个只代表他

个人观点的例子。他认为，央视新楼的方案中标，说实在，

那个方案如果是中国人做的，没戏。如果这个方案是在美国

、在澳大利亚、在欧洲市场上也根本中不了标，为什么单独

在中国能拿到这个标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语境有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导、一部分建筑专家、一部分的

评委就是喜欢这个，他那里贯穿的思想，就是建筑以形式为

主。 对于建筑形式和民族形式两个问题探讨，上海现代建筑

设计集团资深总建筑师蔡镇钰认为：“建筑是有双重性的，

首先它有物质基础的一面，然后才是意识形态的一面。这个

双重性决定了建筑的复杂性。有人说建筑是石头的历史，为

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的物质、科学、技术、都打了烙印在

建筑上，而同时那个时代的艺术形态也打了烙印在建筑上。

建筑的最高形态是艺术，但是建筑不等于艺术，如果等于是

艺术，那么我们请画家来画建筑就行了，要建筑师干吗。此

外争论不休的是风格，什么“欧陆风”等等。我们今天提出



要发扬文化的话不能去抄哪种符号，我们要创造今天既有现

代艺术又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的中国建筑。我们设计的建筑

要有地域特色，要结合先进技术材料，要结合中华民族博大

精深建筑文化。考虑了这个双重性，我们就有了说话的份量

”。 中国建筑界没有建筑理论？ 陈世民是我国第一批设立个

人事务所的建筑名家，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一直在想在

建筑潮流中能争得一席地位。他认为这个话语权是应该去争

夺的。在论坛上他说：“我请大家看看此次各个展馆，买的

建筑书几乎全是外国的，我们中国建筑师的书寥寥无几。为

什么？这也是没有话语权的表现。我们没有建筑设计理论？

不是没有，但是现在被冲散了，成不了气候。我写过一本书

，很多学校都用过我这本书，世界著名的出版社把它当成中

国大师的书，跟世界上的那些大师一样卖。我希望中国建筑

师、我们在座的同行多写一点东西，不要到处展卖的全部是

外国建筑文化。在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同时要发扬中国的建

筑文化”。陈世民说，对于建筑设计，我们现在很是被动，

他一直想跟发展商特别是著名的发展商们讨论几个问题。第

一发展商对建筑是怎么看的，建筑设计在建筑产品链中间起

到什么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开发商是怎样看待中国建筑师

和外国建筑师的。 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卢铿先生

说：“今天在开始之前，主持人最怕的就是引到这个话题上

来，结果不幸，这个话题还是开始了。关于中国和外国建筑

师或者是建筑艺术话语权的问题。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这个

人既不保守也不崇洋。比如上实集团在俄罗斯的项目大型中

国社区我们是起用的中国设计师。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阶段

的建筑设计和规划应该比较辩证和开放，面对洋设计师来看



待中国的问题。我的理由是西洋的艺术或者西洋的审美，在

当今的文化界、艺术界是有他领先背景的。洋设计师其实非

常关注中国的民族文化，比如上海的金茂大厦。金茂大厦实

际上非常好地把中国传统的密檐塔的语言表达进去了，同时

表达了现代艺术，它是美国设计的。还有北京的国家大剧院

是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它的整个造型就是中国的天圆地方

的感觉，而且安德鲁非常潜心地研究了中国的文化。我们要

注意到，洋人也在研究中国，因为他懂得中国本土的艺术魅

力。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师应该走出去，到了外国我们就是洋

人了，我相信这一点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应该可以实现，因为

我们到世界很多地方去看了以后，中国今天房地产发展的水

准，它的规模、它的速度、它的审美的提高、对户型的把握

等等是外国人赶不上的，所以我希望中国的建筑师哪一天早

点走出去，我们也当洋设计师。 中国建筑师的“自言自语” 

张宝全认为，“建筑也是一门科学，他在被市场选择的时候

是有规律性的，我们在前期不被市场选择一定是我们有问题

，我们不能无知者无畏。我在想，一个真正好的设计，跟中

国人和洋人是没有关系的，一个好的建筑师在这个城市或者

这个地方做设计的时候，他并不是把他的文化和理念加在这

个地方，他也一定要对这块土地的文化基因进行解码，毕竟

在他解码的过程中，他能够为你解读，再把他的东西加在里

面，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加，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也

不可能获得话语权。你的话别人听不懂，你怎么去影响别人

，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市场站得住脚，就是因为他的东西你

能解读，你能懂。在我们做项目的经验中，不管是洋设计师

还是中国建筑师都打了非常多的交道。我个人认为，中国建



筑师经常喜欢自娱自乐、自言自语”。 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

工程研究中心总建筑师赵冠谦认为，东西方的文化要多作比

较，作了比较才能够知己知彼。当然因为现在市场非常残酷

、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建筑师都疲于怎么能够生存，而没有

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些研究工作，不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的素

养怎么能够去获得建筑话语权？ 此外就是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确实存在着不公平。在不少项目的评审过程当中，有时候全

是国外的方案，发展商根本就没想到我们自己国家建筑师的

能力，他只是相信国外的。评审后，最后的决定权还在主持

这个项目的单位那儿。所以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公正，就是

给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广州百嘉信集团董事长梁伯彤

曾是一个建筑师，因此他对于争夺建筑的话语权的话题，就

好像对着镜子看我自己。他说他本身是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的

研究生，然后去剑桥又学了四五年，这几年是做房地产开发

商。因此现在经常是左脑和右脑在互相争夺话语权。他认为

：“从职业来分，开发商的话语权似乎主动点。但是别忘了

，对于市场而言，开发商建筑师双方合起来是一个大供给方

。我想我们的目的一定要放在市场需求上，这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开发商从市场角度来说可能倾向于几点，一是具体项

目市场功能的个性化，也就是市场的具体要求。二是开发商

希望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有它的个性、它的标志性、它的竞争

能力。三是开发商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很重视成本、材料的使

用。建筑师一方面可能趋向注重于建筑功能的共性和建筑形

式、建筑文化的个性。我想开发商和建筑师的冲突，可能是

在双方对个性化的追求，如果双方的个性化追求是一致的，

这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建筑产品、好的设计成果。所以我的观



点可能是反过来的，我们多追求一致，也就会为我们市场提

供更好的建筑更好的环境”。三个强权破坏中国建筑语境 中

国建筑新语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和历程，同时也面临很多

问题。张宝全认为有三个强权在影响阻碍的中国建筑语境的

发展：“第一个就是资本强权，谁有钱谁就可以来定。就是

建筑师抱怨的，很多发展商最后小区的名字想怎么定就怎么

定，可以把全世界最好听的街道名都搬到中国来了，在中国

真正可以造成一种时空反复的感觉。第二，我们面临着一个

行政强权。在评选方面，很多专家的意见、很多好的建筑师

的意见，是否能够真正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包括

在实现的过程中是以城市的最终发展利益为主还是以当下的

经济利益为主，这些都可能在城市规划或者是城市标准建筑

或者是某一区域的建筑上影响我们。第三，是技术强权，这

就说明我们的建筑交换制度把建筑作为技术来对，这一点对

建筑也是构成危害的。建筑究竟是文化上最重要还是功能上

最重要，这个观点本身是错误的。功能、安全都是我们文化

的一部分，所有文化就是选择。因此三个强权破坏着中国建

筑的语境”。 一个关于争夺建筑话语权的论坛虽不能说就把

中国建筑师的话语权给争夺过来了，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建筑

师已经开始在行动了。“中国建筑师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中国建筑师的胜利已经在眼前了”。这是作为开发商张宝全

发自肺腑的话语。他举例说，从日本的建筑发展来看，在上

世纪三十年代或者是在二战失败以后，它的建筑也是欧美一

同天下，基本上像我们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样，也是

没有话语权，他们学习欧美经验后开始崛起，出现了不少世

界级大师。张宝全觉得这一历程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没必要



为前一段必须要经历也不可不经历的这样一种状态感觉我们

哪里不对。但是记者认为中国建筑师对话语权的争夺从被动

到主动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次论坛就给了业界一个强烈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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