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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中国式的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与我们自身的人文

修养是有关的。 关键词： 仿古建筑 西式建筑百考试题－全国

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纵观现代都市，复古

式的潮流，屡见不鲜，但是骨子里所体现，所孕育的真的是

“古”，真的是中国吗？在这里我并不屏弃现代建筑思潮。 

事实是我们这个曾经是最顽强地固守传统崇拜过去的民族现

在已经变成了对历史遗产最为漠然的民族。或可称为群体。

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迅速地向着国际标准靠拢，而这个国际标

准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标准，什么ISO 几几什么的等等。这个

转变是否过于迅速或过于轻松了呢？淮南之秸淮北为枳，从

地势的高楼大厦到农村的“北京平”，古中国的庭园堂榭被

西式的钢筋水泥横扫之后剩下了呆板和庸俗。我们整个建筑

的价值标准、审美标准、生活习惯热情地皈依了西方皈依了

美国归依了一切国际标准，却又皈依得不纯粹不彻底，像洋

泾浜英语，像外国人学京剧。一眼望去，从外观到内里，我

们这个曾是世界上最具风格的国度，现在泯于普通平庸半通

不通的西方化之中的“中国古建筑”，这样缺少个性，这样

缺少特点，更具体的是没了原有的个性，没了原有的特点，

像庸俗的妇人一味追随他人的眼光，胡乱打扮，结果把自己

打扮一个四不象，失去了天真率真的本来面目和沉静自信的

眼光气度。这至少是美学上的一种损失，是建筑和谐的一个

失调。 年纪太大了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不足以支持现有中国



建筑生存与现代世界，但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是否就已经那样

毫无价值，那不值得留恋，只能像一个多病而讨厌的老人一

样，默默地躺在角落里无人理睬？这个老人是风烛残年了，

他还是那么自尊和矜持，对与受到的冷落并不抱怨。不过如

果你能有暇坐到这个老人身边，耐心地静静和他攀谈，她也

会和悦温厚地和你谈谈她的身世，讲讲过去的故事。你就会

震惊与这个老人的睿智，她会向你展示一个浩瀚的世界，深

不可测，你熟悉而又陌生，里面有另你目不暇接的智慧和优

美。震惊之余你也许就理解了这个老人，并且从这个老人的

气息之中感到一种血缘上的请近之感，对她的感情由隔膜讨

厌一变而为尊敬和亲切，可能，你也会变成我这样的“复古

者”。 对传统文化的痴迷并不会防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拥有

，过去的世界再蔓延，也不会覆盖这个视野，这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幸运。我们同样会为险峻天成，建造坚固雄伟，气势

磅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嘉峪关，为造型简洁，古朴庄

重，气势雄伟，作为我国楼阁式砖塔的典型的大雁塔，为面

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

有六幅如来佛像，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的应县木塔

的中国古建筑中体现出来的优美旋律如醉如痴。 各种文化中

的某些风格如果没有长期的熏陶培养，我们欣赏起来总有些

疙疙瘩瘩，难一习惯。 位于东方的中国人书生来就善于对事

物读宇宙作直觉顿悟式的理解，善于欣赏那种三维的，具有

永恒而简明风格的美。而我们这些蛰居现代文明的人做了什

么呢？又对我们的文明做过什么呢？ 号召中国人：按照你的

天性去思考，按照你具有这个古老文明的传承去创作吧！试

着多了解你的祖宗，了解传统文化，也许你会发现一个更适



合你的世界，一个值得你去珍惜的载体中国式建筑。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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