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之貌论当代城市设计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6_97_B6_E4

_BB_A3_E4_B9_8B_E8_c61_93028.htm 摘要：本文结合我国城

市发展的现实，分析指出当代城市设计应以立足当代为基点

，在合理有效的继承和创造中营造富有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

的城市风貌。文中批驳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错误提法

及其误道作用，阐明了城市建筑与音乐的正确关系，辩证了

传统当代未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只有立足当代，才

能顾及传统，前瞻未来；只有立足本土才能博采众长，自立

自强；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使当代人有所作为。 一、

引言 随着经济建设的腾飞，我国城市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城

市设计随之也就成为摆在建筑界的一个新课题。然而面对经

济繁荣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大体量建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城市，前所未有的大尺度景观，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前所

未有的资源耗费，前所未有的环境破坏”①，以及前所未有

的超大规模建设，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我们的城市以及

建筑设计反而显得有些茫然若失，甚至有些无所适存。越来

越拥挤的城市，质量变得越来越差的人居及活动环境，越来

越多的抱怨⋯⋯同时理论滞后，经验贫乏也必然导致城市设

实践的盲目，这些问题已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症结，并

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做为当代的建筑师，有责任，同

时更有义务，用自己的智慧为城市的健康发展，找出一方良

药，让城市在我们这一代健康地成长起来，并为后人的城市

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神话误区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

家(FWJVonchelling1792～1898),用其极富浪漫色彩的思维，将



“建筑”和“凝固音乐”的神化传说连在了一起②,首先提出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之说③，再加上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

对此说法的极力赞赏和推崇，使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

说流传于世，从而把建筑乃至城市引进了音乐的误区，这种

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将建筑和城市创作误导为音乐之创作。然

而“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描述建筑，远没有以“建筑是石头

的历史”对建筑的描述更为恰当。从“凝固音乐”的神奇传

说中也可看出，“凝固音乐”所述所指的建筑，只不过是具

有音乐韵律的建筑(群)，最多也只能是应合了某一“片段”

音乐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之高论，把建筑创作特别

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引入了一个不该出现的怪圈中，使

得建筑苦苦追寻并不与己同宗的音乐情趣，在音乐的世界里

不合群地去寻寻觅觅，不由自主又心甘情愿地失去了自我。

实际上，“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说，虽然在语法上不存在

任何问题，然而从语义上讲，却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建筑本

是建筑，音乐就是音乐，这是丝毫不容混淆的，如果说建筑

是音乐(无论什么音乐)，那么建筑就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了，

或者说是音乐的一分子、一节拍⋯⋯事实并非如此，举个浅

的易例子(不见得恰当)，就可看出其中之谬，其中之误。众

所周知，狗是动物，其意指动物包含狗，狗是动物之一种，

是组成动物的一分子。而建筑和音乐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关系

。因此我们有必要郑重声明，建筑就是建筑，不是什么凝固

的音乐；城市就是城市，不能再笼罩在音乐的阴影之下了。

搞清楚这一千年冤理，对我们从所谓“凝固音乐”的怪圈中

解放出来，对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创作无疑都是很重要的。 

三、立足当代 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具有思维之能，因



此做为任何时代的人，都摆脱不了瞻前顾后之为。然而瞻前

顾后之核心应该是“立足当代”，处在当今的我们似乎好像

忽略了这一要点。传统的沉重包袱已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持续发展的重任又无可推卸地压在了我们的肩上，一手抓传

统，一手抓未来，而当代却被丢在了一边。似乎我们属于传

统，也似乎我们属于未来，恰恰就是不属于当代。其实我们

首先应该是属于当代的，忘却了当代，也就失去了自我，只

有找回当代，才能真正找回自我；同时只有立足当代，才能

顾及传统，远瞻未来，这也是我们目前应该搞清的一个大是

大非的问题。当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我们要继承传统

，要做到可持续发展，而最最重要的首先应该是把当前的事

处理好，连这最起码的一点都忘记了，还谈什么传统和未来

呢？在传统和未来的夹层中生活，是决不可以做忘却当代的

事的。近年来，关于传统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虽说

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然而有关的讨论，可以说只停留

在一个水平面上。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有史以来，人们对连

续的理解都处在一个水平面上，或者说连续只是对于同一层

面而言的，因此便把垂直面上的沉积定义为“断层”。事实

上，对于历史而言，垂直面上的沉积，才能显示真正意义上

的连续。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连续正是这种立体全方位的连

续，即“断层连续”，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连续的

意义和价值，才能走出平面连续的误区。前些年我们所讲的

人才断层，应该说指的就是水平层面上的不连续，其危机只

影响到某一特定的水平层面上，通过一定的措施和努力，是

可以得到补救的，因为人类是几代人共生的。然而，如果在

垂直面上出现了不连续，那就出现了真正的断层，其后果是



不可设想的，因为那将在历使中失去某个当代。从历史的角

度看，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轨迹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

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

这种社会发展轨迹中，一个社会阶段向另一个社会阶段的前

进，都反映了人类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的一次突破性飞跃。如

果是跨越式的前进，如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就出现了断层，这可以说是

一种跳跃式的前进方式。然而如果从通常意义上的连续讲，

即水平层面上的连续，这种跳跃式的发展仍然是连续的。这

似乎可以说明断层连续和水平连续之区别了，即断层连续是

有条件的，其表现在各层面的沉积上，它与积累有关，同时

断层连续是可以出现断层，或者区别地说是可以出现跳越的

，所以断层连续可分为层缺连续和层叠（续）连续两种形式

。而水平连续则是无条件的，其表现在本层面的衔接上，其

与时间有关。只要时间存在，这种连续就是永远的，所以水

平连续也可以认为是时间连续。搞清这一似乎与建筑和城市

无关的道理，对于我们继承传统，发展当代，前瞻未来是不

无裨益的。从此我们可以不去担心历史和传统会被丢失，再

不用去为大屋顶、棋盘城之类的传统苦恼和困惑，因为历史

和传统都是人类创造的，每个时代都应有最适合那个时代人

类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从此我们也不必总对未来提心吊胆，

因为只有创造丰富的当代，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

还在于，从此我们可以放心地立足当代，放手大干，努力创

造，借鉴历史，丰富当代层面，在历史上留下我们应有的积

累。如果一味地去追寻历史，甚至是不负责任地返朴归真，

那只能是消耗祖宗的积累，坐吃山空。虽然信息时代打破了



时空的隔离，但如果一味地追寻崇洋之道，附庸所谓世界潮

流，那也将失去自我，失去本土，把自己富有特色的城市和

环境搞得面目全非。不难看出，追史崇洋的结果只能把当代

层面搞得越来越贫脊，越来越杂乱无章，是无能无为之辈之

为，这应是我们当代建筑师的大忌。所以说，只有立足当代

，立足本土，勇于开拓，大胆创造，源渊有己，奋力拚搏，

才能创作出富有自己和当代特色的建筑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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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