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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为依托，注重高科技、高起点的技术表现倾向建筑

正在中国方兴未艾。这甚至从一些建筑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窥

见一斑，更不要说去看那些尚未建成的方案效果图集了。钢

和玻璃所组成的大或超大尺度的空间正为人们营造一个个冷

峻而没有亲和力的精美笼子，摩天大楼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高度上的比赛⋯⋯。对比于见惯了的瓷砖贴面的“现代主

义风格”，此类建筑是有其新意在的，反映了人们求变的审

美需求，但无疑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套路。它们的平面和立

面多呈弧形，飘动的屋顶，银灰色的饰面和点式幕墙是其常

用手法，最后还常常用钢质的指针指向天空统率全局，这似

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流行风。那么这是不是一种进步？为什

么这种形式的建筑会得到认可和流行，原因何在？本文试从

如下三个方面探究。 1、对国外建筑思潮的引入与消化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中国对外国建筑思想的引进有两次，

一次是1950年代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另一次是1980年代的美国的“后现代主义”。相比之下，第

二次的影响要比第一次深远得多。其时西方建筑思潮已经走

过了现代主义，即将从后现代主义转向解构主义。而百废待

兴的中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是颇有相似之处的，城

市在扩张，城市人口在扩张，建筑的需求量以及类型都在极

大地增加。相对于国内建筑的贫乏，应当说任何新的舶来形

式在中国引起流行都是可能的。但有限的基础建设投入使我



们只能考虑“实用，坚固，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这

就注定了我们在“百花齐放”的西方建筑思潮中的不二选择

现代主义。客观条件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只能是雷

声大，雨点小，不会成气候，但影响是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

的。在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充斥了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之

后没多久，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们可以在中西方眼花缭乱

的建筑形式宝库中做出选择，从现代主义、民族传统到盛极

一时的“欧陆风情”等等，技术表现倾向当然也作为新的流

行风潮中的一枝。其实从民族传统、“欧陆风情”到目前的

技术表现倾向都体现着“后现代主义”的处理形式的一些附

加装饰的作法，而且从一些投标的方案中已经可以看得出“

解构主义”的影子了。 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取

决于业主，而“我们的业主认识建筑大多基于国内居住的单

一实践和国外的‘丰富游历’，这种游历是在照相机的伴随

下的。形式带来的视觉体验成了大家共同的心得。也就是说

，没有几个人弄得清这个建筑的‘前生后世’，更不消说它

形式之后的源泉、效用与意义。”①浮光掠影式的游历带来

的新的形式体验通过业主或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当中的作用体

现在我们的建筑中。这种理解或介绍的浮光掠影甚至出现在

我们的学术著作和专业报刊杂志中。比如我们对丹麦建筑师

伍重中标的悉尼歌剧院的故事耳熟能详，但我们所了解的“

花边”性质的建筑知识也往往是外行可能知道的，至于其外

形与内部声学要求有多大的冲突，其内部装修如何合理解决

声学问题并实现与其外形的配合，我们并没有亲身的体验和

第一手的资料；另外在我们的介绍中常常是一些较有名气的

特例性的建筑，少有对国外普通城市普通建筑的研究资料，



普通建筑如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并不熟

悉。对国外建筑思潮的引入常常只是我们目力所及的，选择

过的。对于大量没有国外经历的建筑师和建筑从业者而言，

这些照片和文字往往就代表了国外的建筑，这就像把美国大

片里的故事当成美国的生活一样的不完全可靠，尽管它们也

反映着美国人的生活和理想。这种照片加介绍式的、缺乏时

空关系、食而不化的了解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在设计上注

意建筑的构图，关注某一视点的空间效果（因而效果图也越

来越美），甚至所取的视点是人们根本无法到达的；在设计

理念上注重体现建筑外在的意义而忽略建筑本身的目的以及

在建筑中发生的人的生活。国外优秀的建筑并没有真切地影

响到我们的建筑和里面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对我们的

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建筑实际上是在我们身边，它们对我们

建筑从业者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教化作用可以从人们对环

境的态度和评价中反映出来我们的环境始终处在被改善和改

善后的改善中。 2、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审美取向百考试题论

坛 唐代诗人皮日休在游览大运河时曾有如下诗句“人道隋亡

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因

为大兴土木而亡国的远不仅有隋朝。中国目前能有如此大的

建筑活动而保持社会稳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的发展。

技术表现倾向如果说体现了什么进步的话，也只能在此。在

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能体现在建筑上（在这一点上农村和

城市几乎没有区别），而且常常是作为一种政绩或形象被要

求。建筑已经不仅仅在营造生活，它更挟带着不安分的炫耀

财富和权力的心理，“它已不只是自然的表露，而是为了表

现而夸张，而加大、加高，增加其复杂程度，完全不顾后果



。许多情况是具备技术经济的建筑要表现，不具备条件的也

要装出貌似高技的形式来表现。对表现技术已到崇拜、痴迷

的地步，形成了不折不扣的技术拜物教。”②这和西方体现

有技术表现倾向的建筑思潮“机器美学”和“高技主义”是

有所区别的。首先是在要体现的目的上，柯布西耶倡导的“

机器美学”是对工业化的讴歌与赞美，是对新时代，新生活

的歌颂。“‘机器，人类事物中的一个新因素，已经唤起了

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即使大声宣布房子是住人的

机器的时候，柯布西耶也不是单纯的实用主义者，他强调的

是建筑要表现，表现工业化的力量，科技理性和机器美学，

即他所谓的时代新精神”。③在反对虚伪的复古主义风潮时

，“机器美学”是柯布西耶充满前瞻性和理性主义的有力武

器。而中国的技术表现倾向却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性的理由

，要表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吗？非得如此表现吗？这些都是

值得怀疑的。“高技主义”的代表作蓬皮杜中心的设计者之

一的罗杰斯在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讲演时说了一段话：“我

们认为，建筑应该设计得让人民能够在它的内部和外部自由

自在地活动，这种自由和活动的变化性应是它的建筑表现的

内容。如果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建筑物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

容器或雕刻品，而真正变成城市动态结构的一个部分，能够

适应人的需要的改变，促进活动的多样性，超越业主设计要

求的局限性”。④在内部空间的灵活与自由上，少有建筑做

到能和蓬皮杜中心相比肩的，高技的外表是为了实现内部的

自由，如此去看的话，其外表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顺理成章

的表达而绝非目的。中国的技术表现倾向却是把别人的手段

当成了自己的目的。其次是在审美取向上，目前我国的技术



表现倾向建筑，都比国外的蓬皮杜中心之类的建筑要更“美

”一些，它们往往符合古典主义的美学特点：比例，尺度，

和谐，优雅。这些审美取向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是一直存在

着的，无论是学校教育中教师的评图还是专业报刊杂志中的

工程介绍。如果说技术表现倾向体现了我们能接受的审美取

向，那么进步也是谈不上的。这些大尺度，大气魄的建筑，

和“非令壮丽无以重威”的故宫建筑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它

表现出的是一种新的时尚、情趣，是为了追求视觉感受，刺

激和新鲜感，并没有回归到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关

怀人，体贴人的本质目标上去。这和“民族传统”、“欧陆

风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也是没有任何进步的。从不断流

行的形式风潮看，我们的审美并未真正地走进多元化，走进

“后现代主义”，其实连现代主义都算不上。它们所表现出

的宫殿般的豪华壮丽是柯布西耶曾在《走向新建筑》中呼吁

抛弃的，用当代材料和类似于古典主义审美取向包装出来的

建筑怎么能被称为现代主义呢？ 3、文化的虚无主义以及实

用品格来源：www.examda.com 如果把我们时下流行的技术表

现倾向放在一个更为深厚和广远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的话，

那么我认为应该归因于文化的虚无主义以及实用品格。虚无

主义是尼采对西方时代精神所患病症的诊断，“上帝死了”

是他用来概括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他给虚无主义下的定义

是：最高价值丧失了价值，缺乏目标，缺乏对“为何”的答

案。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类和个体的生存都失去了根据

、目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信仰危机。⑤和西方思想上常

常出现的痛苦求索和挣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仰危机似乎

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中国。中国人从来就在信仰问题上不够认



真，我们有的是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却没有固有的宗教和

纯粹的哲学，没有纯粹的宗教领袖和纯粹的哲学家。如果说

西方的虚无主义是在失去信仰和寻找新的信仰之间的痛苦挣

扎中的反叛性的多元选择的话，那么中国的多元选择是在自

始至终都没有信仰根基中的马马虎虎的凑合和浮光掠影的“

什么都行”的随机模仿，那是一种更为可怕的虚无主义。正

如鲁迅先生描述的身处封闭铁屋而不自知。信仰的缺乏使我

们对一切都持怀疑或半信半疑的态度，少有一种不计功利的

真诚的献身精神和孜孜不倦的韧性。少有像苏格拉底一样有

纯粹思想兴趣的大哲学家，少有像爱因斯坦一样有着纯粹学

术兴趣和科学研究兴趣的大科学家。表现在建筑上，少有像

密斯一样为了美学追求不惜得罪自己业主的执著追求者（密

斯在为女医生范斯。沃斯设计住宅时，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

单的玻璃盒子，造价超过了85％，房子没建成，业主已经与

密斯吵翻，几乎诉诸于法律。），少有像柯布西耶一样为了

社会理想在建筑领域里激进的探索者。我们的设计也总是在

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下毫无立场地摇摆，变化。看似

多元，实则无元。“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尼采语）

。信仰的缺失导致思维方法与行为方式的实用品格。因为信

仰缺失，人们对永恒和神圣不再关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不再关心人类而只关心人们自己，注重短期的收获而不是

长期的效益。反映在建筑上，无论是中国传统建筑还是对西

方建筑思潮背后的哲学支撑都缺乏深入的学理探讨和虔诚的

身心认同，缺乏真诚理解的兴趣。在行为方式上则急于模仿

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创造，把建筑当成用以表达和实现的梦

想，并且要迫不及待地建成，把消费当成享受。因为内在的



贫困和缺乏创造力，因而搜集其他优秀建筑的碎片装饰自己

。把西方的各种思潮当作时尚的游戏，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到

底需要什么。可以预测技术表现倾向建筑在中国也必然是昙

花一现，从意义到手法都并无必然存在的理由，在新材料，

新技术的使用上，也并无新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借来一些别

人刚刚用过的材料技术堆砌起来而已。 技术表现倾向建筑在

中国的成因无疑是极其复杂的，甚至是难以说清的。正像其

他曾经流行过的倾向和风潮一样，它的发生与存在可以说也

是必然的，这是人文尺度的价值体系建立之前的必然现象。

我们虽不希望这些形式像上海歌剧院的弓形和KPF的自由女

神帽一样“风靡”全国，但也无法抵挡出手阔绰的业主们在

显示财富与权力时选择其他的建筑符号。全球化的浪潮无可

抵挡，一体化的经济也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充分融合与交流，

建筑当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师绝非无能为力。

关肇邺先生在《建筑表现什么》一文最后呼吁建筑师的，也

是笔者想要说的话。“在设计里多一些为了实际需要而利用

的技术，不要那些花架子，多一些真诚和实事求是，多一些

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多一些和谐、谦虚和情感，是可以做

到的，因而对人们的思想情绪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应该是可

以做到的，虽然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相关推荐：建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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