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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7_E5_BB_BA_E7_c57_644467.htm 摘要： 以传统文化

为背景论述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传统建筑文化的

存在形式，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成分和局限性以及中国建筑

文化的困惑。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兴起，后现代主义的

反传统，以及不可逆转的多元化创作潮流，要求建筑师们要

以建筑文化为背景，不断提高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建筑文化素

养。这对于弘扬建筑文化，繁荣建筑创作，推动“建筑文化

学”的创立和建筑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 传统 现代 了解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文化

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正确对待传统建筑文化，对于促进文化

现代化，弘扬建筑文化、繁荣建筑创作、推动“建筑文化学

”的创立和建筑事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1传统文化与建筑 1.1 传统文化的本质 1.1.1“传统”的基本内

涵及现代涵义 “传统”到底是什么？有的说是形成传统的动

力；有的说是已经形成的文化遗产或文化。具有民族生活情

感的相互关系，同时在民众中不断流传、继承下来是否就是

传统？丹下健三先生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比喻：“就音乐而言

，可以分成演奏者、作曲家及听众三个部分，当然作曲家肯

定是本质的创造者，把音乐加以流传的是演奏家，而去欣赏

这些曲子的则是一般的人们”。“在音乐上把传统加以继承

的母体，是演奏家的重复，而存在于民众之中。亦即在音乐

的传统和创造这个历史环节上，是作曲家民众作曲家这样一

种关系，而演奏家的重复是与本质无关的” 传统的现代涵义



，可以认为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

沿传的，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尽管传统的

定义存在着种种不同，但关于传统的基本内涵，并无大的分

歧：其一，一般是指贯通古今以至未来的某种流变着的，根

本性的东西；其二，是经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文

化、思想、心态、道德、风俗、宗教、艺术、制度等“遣传

因子”；其三，各地区、各民族所创造的传统，具有各不相

同的形式和状态。 1.1.2 在建筑领域，传统的表象直接体现为

历史上的建筑形式 在建筑领域，传统的表象直接体现为历史

上的建筑形式，它同一个民族过去的生活方式，建造手段以

及社会对建筑的各种需求有关。例如西方古代希腊、罗马以

及文艺复兴后期的古典柱式形式， 中世纪高耸的尖券等 .已

往年代的作品和民族记忆中把习惯的形式美法则保存了下来

，使它们具有直接体现历史文化含意的形象价值。建筑传统

更深刻的内涵在于作者历史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积淀。 因此，

“传统”作为一个系统的核心和区分评价尺度就是价值观念

系统，即客观事物及其属性和主体需要的某种肯定和否定的

关系结构，它对整个传统系统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正如

普列汉诺夫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由它的精神本性所

决定的，它的精神本性是由该民族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

境况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和它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的。 1.1 文化

与建筑 1.2.1 建筑文化的特性 文化是人类在寻求理解生存方式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它有着整体

的、开放的、发展的特性，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惯性

和积淀性。由于地域、语言、人种等不同，各种文化都具有

相对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讲，各种文化之间不存在优劣、高



下之分，但由于时代不同，又存在先进和落后。建筑活动是

人类征服自然为谋求生存的活动，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

现象。建筑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民族性、时代性、物质

性和精神性等特性。 1.2.2 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比较 有什么样

的文化土壤与氛围，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文化，建筑与

文化互为同构关系。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由于源

头与走向不同形成了印度、中国 （华夏 ）、阿拉伯、古希腊

、古罗马等文化体系。这些文化体系相互独立且自成体系，

与之相应的建筑又各具特色，反映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底蕴

。中国古代建筑较之西方古典建筑有着明显的不同，造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应从民族文化背景和深层次中寻找答案。西方

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典文化来反对封建文化和建立自己

的新文化，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就是“人文主义”，提倡资

产阶级的尊重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文艺复兴建筑就是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建筑风格是讲究理性、统一

与并富有条理性。文艺复兴建筑的著名实例有意大利圣彼得

大教堂、维琴察的文艺复兴后期大师帕拉第奥的代表作圆厅

别墅，总体特征是平面方正对称、规整、讲究条理。而中国

传统建筑如城市、宫殿、寺庙、宅第等，比较充分地体现了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等级制度，例如北京故

宫其平面中轴对称、纵深布局，在建筑形体尺度的对比中、

屋顶的不同等级和台基尺度的变化中，创造了高低错落、起

伏开阔的群体空间，深刻地表达了王权至上的思想，深深地

打上了封建文化的烙印。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其隐藏在

建筑表相之后的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文化是不断

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交往日益增多，不同



类型的文化也在发展中相互渗透、交流，促进了文化的不断

进步和发展。不同文化之间有互补性，中国文化可以补偿西

方文化之不足，克服它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但同样，需要

吸取西方文化的精髓，增加它的科学性，建筑文化亦然。我

们必须弘扬理性精神，敢于冲击传统观念，在否定中前进，

创造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民族建筑文化。 2 传统建筑文化 2.1 传

统建筑文化 2.1.1 传统建筑文化的性质 什么是传统建筑文化？

怎样对待传统建筑文化？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

题。 如果我们把一维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段的话，

那么，传统建筑文化则是人们在过去生产实践中逐渐创造出

来的建筑文化。传统一词，是指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社会

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由上代传交给下代。

因此，传统，具有以下性质： 1.普遍性。它必须是一个民族

所共有的，而不仅属于少数人。 2.传承性。它必须是代代相

传的，而非由少数人杜撰出来，它的来源虽未必与民族同时

发生，但至少有了相当的时间，使大家对它的起源已很模糊

。 3.演进性，也叫进化性。有两方面的原因使传统不断进化

，一是由于传统代代相传，必然要经过各个时代的调整选择

，与新时代要求一致的传统得到发扬。二是各个时代民族之

间的文化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传统的保守性，它对外来

文化容易采取排斥态度，但在与外来文化的长期接触中，其

中有益于传统的那部分外来先进文化，或迟或早会不断被吸

收、融合，从而包容在传统中，这也是传统不断演进的重要

原因。 4.不成文性。它必须是一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自觉或不

自觉接受的东西，它无法列成具体的条款，勒令大家遵从；

它永远隐在文化实体内容的后面，形成一种不易言喻的气质



；可以拿文化现象作比喻，却难于给传统下具体的定义。

2.1.2 传统建筑文化的特性 作为传统建筑文化，它既然是整个

社会文化的组成部份，那么，它必然具有文化的历史性、民

族性、地域性和连续性等特性。不言而喻，传统建筑文化，

也必然具有传统的上述特性。我们阐明了这些看法，如何正

确对待传统建筑文化自然也就十分清楚了。 正因为传统建筑

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发展的连续性、传承性和演进性

等特性，所以它必然有许多具有价值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继承

。比如，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园林，不仅以其独特

的风格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而且其中反映“顺应自然”、“

珍惜生态”，“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的手法和形式，确实具

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符合自然的设计理念与现代艺术理论是

不谋而合的。就是与大家族制度、家长制度和传统的伦理观

念紧密联系的四合院也不能全盘否定，它不仅提供了在闹市

中知识分子所迫切需要的幻想空间，而且有利于住在其间的

各阶层居民的交往，使“人际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房

屋建筑上得到最好的体现，这是独门独户的小住宅根本无法

达到的。至于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创造的千

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中华建筑文化，如江南水乡建筑文化、

岭南建筑文化、黄土高原的生土窑洞建筑文化和西南山地建

筑文化，更是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珍品。因此，那种全盘否定

我国传统建筑文化，认为提倡继承传统就是复古，就是阻碍

现代化的观点和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否定传统建筑文

化，不仅会造成自暴自弃的社会心理，而且也对民族的新的

建筑文化的建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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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