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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B_8E_

E9_9D_92_E5_B2_9B_E6_c57_644733.htm 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青岛，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它不同于西安、洛阳

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著称， 而是以其在近现代历史文化上的

地位而著称。青岛之遭德国侵占导致“戊戌变法”，青岛登

上历史舞台并写入中国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青岛是亚洲

惟一的战场日本侵占青岛，又导致了著名的五四运动。青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建筑，固然是技术，也是

艺术，是凝固的音乐，更是历史的载体。这一有形载体比口

头与文字上的记载更具现实感，这也使得青岛的建筑有其特

殊的意义。中国有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风格，欧洲大陆也有

欧洲传统建筑风格。无疑，青岛有着一大批欧陆风格建筑艺

术的实体，不乏著名设计师之作，许多列为中国近代优秀建

筑，山东省300多处优秀历史建筑中，青岛占131处，居三分

之一以上。青岛的建筑已是青岛城市的一笔财富，青岛的老

市区本身就是一座国际建筑博览会。青岛是一座开放城市，

具有海洋文化特征，海纳百川。青岛的早期建筑多为欧陆风

格，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以后，仍建设了一大批欧美风

格建筑。 小巷深如许，小楼知多少。欧陆建筑艺术形成的风

景线，是青岛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

多年来一直是艺术设计关注的焦点。其实，从语言学的观点

看，这一矛盾就是语言的稳定性和变易性之间的矛盾。作为

设计者在形式设计上的得失成败取决于所掌握“词汇”的丰



富程度和运用“语法”的熟练程度。设计者要想使自己的作

品能够被他人真正理解，就必须选择恰当的“词”并遵守一

定的“语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者只能墨守成规，毫无

个人建树。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个别新的符号，或者有意识的

改变符号间的一些常规组合关系，创造出新颖动人的作品，

这也就是设计上的创新。来源：www.100test.com 建筑是一种

容器。时间的体温和背影盛在里面，人类的欢愉与哀伤沉淀

在里面，城市的成长秘密隐藏在里面。肃穆的教堂、风情各

异的别墅、白鹤亮翅似的现代建筑、古旧而朴素的民居等，

这些性格各异的建筑，因为与人发生关系，因为被人间烟火

缭绕过，它才是活的，才有了较强的生命力。冲突与和谐，

华丽与朴实，往昔与现代，都使用着一种语言，那就是沉默

的建筑的语言。 建筑如何开口表达？它是用结构，用风格，

用石头或砖瓦，用阁楼上的天窗，用雕花的铁门来表达，它

犹如草灰下的暗火一样，絮叨着模糊不清的前尘旧事。这种

有色彩的沉默的语言，像是河面上的光一样，既闪烁其词，

扑朔迷离，又言词确凿，不容置疑。来源：考试大 建筑还是

人类对自己想像世界的一种靠拢和逼近。几千年之前，我们

的祖先就满怀憧憬地想像着九霄之上的“天庭”与深海的“

龙宫”，并且，在时光之浪的推涌之下，不懈地展开了对这

些想像中的倒影的追逐。 如果说，居民是城市的灵魂，那么

，建筑是城市的血肉。那些建筑物包含着悲喜交加的情感，

回响着城市成长过程中蹒跚步履声，还有许许多多复杂的难

以言说的感觉。是的，在城市并不广阔的版图之上，建筑是

一个迷宫，对这个迷宫的穿行是一次历险，既兴奋又惆怅。 

在这个斑驳陆离的城市剪影中，到底能够倾听到什么声音？



感觉到什么样的文化意味？ 人类就像埋藏在时光里的种子。

人的重量，就是时光的重量；人的荣辱，就是时光的荣辱。

而石头垒成的建筑，以一种坚毅、固执的线条，喋喋不休地

表达着人对空间的依赖，对恒久的梦想。虽然，这种依赖不

堪一击，这种梦想满含虚妄。来源：www.100test.com 迎宾馆

，这座位于信号山南麓的恢宏的建筑，像是一匹暮年的豹子

，疲惫而怅惘地游走在怀旧的“树荫”之下。 1908年的“总

督官邸”，1930年的“市长官舍”，1934年的“迎宾馆”。

这种称谓的更迭，是确凿的变迁的痕迹。同时，这是一条回

归之路：向建筑的本来脸庞回归，向建筑的本来心灵回归。

这个游历于青岛城市建筑谱系之外的建筑物在风雨飘摇中开

始了自己的独特的命运。 这个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建筑物

，有4个进出口，整体结构平衡而和谐。我想，当年，建筑师

查鲁维茨与结构师麦克劳夫在谨慎地决定着这座建筑的性格

以及未来时。那个时刻，他们之间进行的是一种默契的、心

神领会的对话，这种对话，就像笛子的颤音和竖琴的和弦相

互回应。所以，这座建筑恢宏而不霸气，风韵十足而不花枝

招展。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品，而不是显贵达官的附庸。 90多

年过去了，当我们以理性的目光打量这座沧桑的建筑时，她

的结构、布局以及优质的建筑材料并不能完全挽留我们的视

线，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她与我们这座城市本身建立了一种什

么样微妙的关系。客观地说，像水溢出容器一样，她的诞生

，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的范畴。像一根观念的绳子，牵引出

许多新形态的事物粉墨登场。她午后的阴影和黄昏时庞大而

清晰的剪影里，都隐藏着一种蠢蠢欲动的成长力量：酒吧、

舞会、浴室、发廊、街角的咖啡店等等，这些当初的舶来品



，成为结构城市功能的不可或缺的元素。1999年7月1日，迎

宾馆的功能定位于历史建筑博物馆，这是一个转折。对于迎

宾馆这样的建筑物来说，其起初的动因是居住功能。居住功

能的淡出、终结，博物馆功能的更替，使其有了标本的意味

了。对于建筑生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就像是一只

庞大、凶猛的老虎，当它走进动物园时，它就只剩下观念上

的意义了，肉体意义上的老虎已经匿迹在躯体背后了，匿迹

于肉眼看不到的远处了。它的存在就是“被观赏”了，而不

“被生存者”了。丛林和峻岭是一个支撑原始生命的巨大的

“场”，离开了这个“场”，它真正意义的生命便永久地停

滞了。 停滞下来的事物，其赖以生存的动力就是回忆。本文

来源:百考试题网 在古罗马有一个传说，有人用琴声便使一堆

零散的建筑材料按照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在广场有序地排列组

合成了一座宏伟、崇高的建筑。一曲终了，优美的节奏和旋

律永久性地凝固在这座建筑物上，并化作黄金的比例和神韵

。于是便有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说。这是一种秩序的

停滞，一种美的停滞，一种观念的停滞，一种沧桑的停滞。

像是林中闪光的琥珀的。 一个名叫卡尔维诺的意大利人，是

一位洞悉世界秘密的智者。他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若

有所思地说：“城市存在，而且有一个简单的秘密，她只知

道起航，都不知道返航。” 对于像迎宾馆这样的建筑来说，

她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优美的过渡。 每一个人，都生

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是精神的世界。这

两个世界的和谐、平衡、统一，才能使一个人达到安详的状

态。 天主教堂，这个通体黄色的建筑，当它融入到这个城市

的历史血肉之躯时，它只是整体的一个细微的局部。这是一



个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建筑。从建筑学的意义上来观照，它

或者沉默，或者低语，那种端庄、温润的形象，都透露出一

种无言的、内敛的美。站在斜坡上，有些事物突兀在视野之

内，有些事物虽然在遥远的地方，但它却像是碰着你的鼻尖

一样，向你发出或冰冷、或温热的信号；有些事物虽然在你

的鼻尖之下，但却像是花丛中的蝴蝶，翩跹在视觉、味觉、

感觉之外，像是天堂一样遥不可及。来源：www.100test.com 

现代艺术设计必须具有我国地方传统文化的艺术特点，与世

界接轨需要我们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俗话说“越是地方的越

是全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文化以特色著称，失

去特色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将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艺术设计中，如中国水墨文化

、儒家文化等，他的许多作品使用了传统水墨与现代几何产

生了新的组合。再比如，我国申奥标志“太极人”、2008奥

运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都是典型的代表。 传统资源

怎样转换为一种当代的建筑实物存在，既需要寻找到传统建

筑形式上的当代因素与材料，技术上的当代运用及拓展，又

要使传统建筑的形态和功能达到与当代生活方式的契合。具

体要做到以下四点： 1、 形式的当代借用来源

：www.100test.com 将乡将乡土建筑完全功能型、自发式的形

式呈现上升为一种概念化的，融入审美取向和形式结构的艺

术与功能并重，主动式的形式语言。使当代建筑既含有传统

建筑的某些特征，又要保持与其的距离，表现出创造性。这

牵涉到对传统形式的概括，变体，解构，重构等方式，完成

形式上的“差异性转变”。 2、 与技术上的运用与拓展 将乡

吸收乡土建筑就地取材的优点，尽量运用采集运输便利的材



料作为建筑和营造环境的原料和装饰元素。包括使设计能充

分利用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完成建筑的实用功能，减

少资源的浪费，做到环保，节能，循环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同时

继承乡土建筑多年积淀，业已形成的一套建筑手段与技术，

因为手段与技术同材料及建筑环境的关系极为紧密，继承可

以是在去粗取精的前提下进行，对原有技术的不足之处做相

应的修改，目的的为整个建筑的过程和最终效果以及现代人

的生活要求服务。 3、 旧有生存经验与当前生活方式的关联 

将乡人类的意识形态与接受尺度源自于生存经验的积累，而

生存经验又来自生活经历，所接受的教育，生活习惯等的传

承叠加。这注定了一定地域甚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

传统与习性的亲切感，也就是一种血脉中的“趋向传统意识

”，即有传统文化印记的设计容易感召受众的生存经验，达

到接受角度的共鸣。而在当前追求高效，简洁，快速生活节

奏的生存方式中，在传统积留的生存经验记忆中选取与之对

应的设计元素，使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失时尚感的情况

下追溯回忆，幻想与回归久违的自然，完成一种感觉上的精

神释放与安逸。 4、文化保护意识与当代文化建立意义上的

共存 将乡要做到传统向当代的转换，前提是传统建筑环境的

留存。传统的消亡使当代的建筑无从谈起。因而必须有完善

的政策保障，使各处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不为现代建筑环境

所遮蔽和破坏，保留文化资源的原貌。同时，当代建筑文化

的确定也不能是对原资源的粉饰和照搬，“假古董”永远难

以与当代社会需求相容。对传统乡土建筑的态度只能保持在

“借鉴”上，当代创造意义是不可逃避的，最终形成的是作



为传统文化的乡土建筑与作为当代标识的当代建筑的合理共

存。 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

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历史形

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

达建筑和城市意象的符号系统，被成片、成街、成坊地被拆

除，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传统并不

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

，将使得这个城市更富有地方风味。其实，“立新”不必“

破旧”，关键在于如何以传统而又时尚的手法，创造出新旧

共生的新的城市形态。 由于当今时代信息的多元化及信息交

流空前广泛和迅速，建筑语言变化的速率也越来越快，特别

是在建筑界经历过对国际化，只要技术而不管人情的侵向造

成的后果进行反思的今天，建筑师认识到大众希望从建筑环

境中重新得到感情的慰藉和人性的回归，希望看到具有个性

，历史感和地方特色的建筑形象。 象征性利用历史性及地方

性符号做装饰易为大众接受因此，最近几年来，许多建筑师

在探索用“历史主义”等方法来进行创作，而这种“历史主

义”又是体现在象征或隐喻的运用一些历史的符号，通过这

种“符号性的标示”来达到使建筑具有地方的，传统的意味

并以次满足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但在具体作法上，通常不是

完全复古。因为当今的建筑材料，施工方法等物质技术条件

方面的许多条件完全不同了，复古的现实性不同；同时，人

的审美心理也有着时代性，人们不会仅仅满足欣赏没有新信

息的，完全照搬旧东西而得到的建筑形式，这样太直接了当

，不够含蓄。用心重新设计，而又能够引起人的联想的符号

作为建筑的重点装饰，则又另当别论了。 不同时代，不同风



格的建筑语言，都在特定的地方起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充分

利用时代留下的文化财产对我们现今的设计有着不可衡量的

潜在影响。当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的个人问题而是

设计师与大众的配合的问题，寻找相同的切入点，即地方文

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或许就

是地方文化对当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相关推荐：当代西方

建筑美学新思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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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