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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7_AD_91_E8_c56_89244.htm 建筑价值观是与很多

问题都有关联的主题，核心围绕建筑和价值观展开，可以扩

展到建筑本源，即建筑是什么的问题。早在两千年前的维特

鲁威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强调建筑的三要素：实用、经济

、美观，但是现在很多人却模糊了建筑的目的。 我国改革开

放后，各种思潮一拥而入，外来思想文化杂隽并存，管理者

和普通人的文化心理一样的浮躁，外国建筑师便如鱼得水。

中央电视台新大厦、2008奥运主体育场（鸟巢）两个设计在

国外都是难以中标的，没有哪个国家或业主肯建造如此高成

本的建筑。而它们在中国得到建设，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取向

的问题。央视新大厦的设计师库哈斯坦言：我就是迎合了中

国人的需要。 现在很多外国建筑师将中国当成了自己的试验

场。虽然这些项目都是竞标评选，可是如果评委不自信，变

来变去，评选就失去了把关的能力和意义。过去提倡大屋顶

，现在又生怕别人讲自己不接受新事物，就拼命求洋求新。

比如“鸟巢”、五棵松体育文化中心，由于安全、经济等问

题，迫不得已缩减规模或重做方案，结果和原设计相比变动

很多。这样的评选后果反映出从管理者、专家到百姓的建筑

价值取向都存在偏差。 在发达国家，主流的建筑价值取向不

是这样的。大部分大型建筑不可能一味地讲究形式，而要根

据功能和需要建造。建筑师花大量心血在建筑材料和细部设

计上推敲和比较，因为国外对于建筑质量的标准要求很高。

高标准的高造价与追求形式感的高造价，就是中外建筑价值



观产生不同后果。体育场是为了比赛；写字楼是为了办公；

住宅是为了居住。一切建筑的第一目的是实用，而我们现在

追求的是表面的新奇和豪华，形式成为评判建筑好坏的依据

。但是，建筑首先是产品，再发达的国家也不会将建筑仅仅

作为艺术品。 价值取向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社会文化心理，

在中国就是什么都得有个说法、有个理念。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传统，一直讲究形式和意识形态，直到现在，这种传统的

社会文化心理还在延续，什么事情都要有主题思想。几乎所

有政府项目的评选首先看建筑形象，有些管理者建筑专业知

识匮乏，于是就简单地认为开放的胸怀必须表现在接受建筑

外形的新奇上。 发达国家的政府主要在环境、道路、市政上

进行投资，大部分建筑项目是民营和大集团投资，并由专业

设计师在自主的情况下设计。在中国大项目则是管理者拍板

，管理者的价值取向起了决定作用。对于建筑师来讲，很多

是迎合形式上的标新立异，千方百计取悦甲方和领导，为此

设计原则不停地变来变去。比如在很穷的县城大搞夜间照明

工程，老百姓觉得城市欣欣向荣，自然高兴，但是却不知道

这些灯光浪费了大量资金。这些都是重视形式的传统文化心

理和官本位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我国许多城市和建筑，为

这些所谓的“政绩工程”付出的代价将很难弥补。 现今我国

的建筑价值观很乱，目前还没有形成全民的主流价值取向。

现在我国建筑界的谬误与混乱状况对年轻一代建筑师影响巨

大，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这将进一步推迟

清晰完整的建筑价值观形成的时间。笔者认为，只有等到社

会更加开放、更加发达后，国民心理也更加成熟以后，情况

才会有所好转。时间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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