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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建筑如何才能走向世界  使中国建筑走向世界，这是中国建筑界的志士仁人所共同关心的事情。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老一辈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师长就已为此毕生奋斗，到如
今建筑界仍在为此而努力，算起来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那么，现在，中国建筑走向世界了吗?答案是“还没有”，倒是世界建筑在源源不断地走向中国。
     1．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     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如何?只要到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走一走，看一看，就
会有个大概的了解，会慨叹“现状堪忧”。
建筑创作上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出现夸富嫌贫、崇洋媚外、相
互攀比、追求豪华等不良风气。
o(2)特色危机的出现：一些城市的特色在消失，地域特征在弱化，西方建筑的盲目效仿造成建筑风格
的千篇一律。
(3)忽视生态、无视环境的建筑造成美学上的灾难和市民心灵上的阴影。
吴良镛先生几年前浏览重庆后感叹说：“重庆原来是两江交汇美丽的山城，而今超尺度的高楼林立，
杂乱无章，令人窒息，很多原来颇有特色的地段——山景、江景、场所感，而今不见了。
”这就是无视环境的规划和设计造成的美学上的灾难。
至于忽视生态的例子也极多，广州就是典型的例子，1987年以来征占绿地达29万m2，至1995年人均绿
地降至4．69m2，城中充斥着令人压抑的摩天大楼，而缺乏绿地、花坛和市民可以自由活动的公共场
所，加上交通的拥挤，环境的污染，昔日美丽的花城羊城，前些年给人的印象是不甚愉快的。
近年来广州开始重视生态环境和绿化，通过“小变”、“中变”和“大变”，面貌有较大改变，并获
得国际“花园城市”的称号。
(4)创作心态浮躁，缺乏精品意识。
虽然，近年来的建筑创作中，仍有一些优秀作品，但为数不多，属凤毛麟角，多数作品平庸无特色。
(5)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崇拜和向往产生“欧陆风”，遍及全国各地，等等。
     美国哈佛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彼得·罗教授于1998年访问我校，与我们交谈时，说起广州的现代建筑
缺少中国特色，问我们为何不研究自己的传统文化，用到现代建筑之中?外国同行这一问题问得好，这
既是对中国建筑界的批评，也向我们说明了：缺乏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是不可能得到各国同行的承
认的，因而也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
  2．一个外国同行对建筑创作的看法 出生在阿根廷的西萨·佩里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他在一篇自序中表明了他对建筑艺术、建筑师的职责、创作态度和理想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
鉴。
下面是引用他的原话： “我认为建筑在所有的艺术中是最丰富、最持久的一种艺术。
这些品质来源于每项工程的场地、营造技术、特定功能以及未来合用者的目标等方面所形成的牢固根
基。
” “一个建筑师的作品是靠先天的才能、个人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以及提供给个人的机会而形成的
。
” “我认为建筑师们应该把自己更多地看作是园丁，⋯⋯园丁的角色就是了解每棵树的潜质并将它健
康地培育成长。
同样，建筑师的角色就是了解每个建筑问题并将引导其设计走向一座美观和健康的大厦，并巧妙地与
其特定的环境相适应。
” “我热衷于设计象征性的、文化的和非常实用的建筑，也爱设计结构非常小和非常大的、那些有慷
慨预算的以及那些资金最少的建筑。
” “对一位建筑师来说，也许最令人满意的事情是在每一项新的工程中发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新世界：
其自身的文化、需要、人民和气候。
⋯⋯建筑的实践提供了不断的创新。
作为一种艺术，建筑蕴含着青春的活力。
” 从西萨‘佩里的自序中，可以了解他对建筑的看法，了解建筑师的角色、职责，了解他对职业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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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对建筑创新的追求，了解他对环境的重视，对人民的感情，对文化和象征性的向往。
无疑，他是一位文化和艺术素养很高，有着理想和追求的建筑艺术家，又是脚踏实地的建筑设计师，
他的建筑作品受到世界上普遍的赞誉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3、筑创作需要建筑科学理论的指导 前述中国建筑创作中形形色色的问题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建筑创作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
 钱学森先生一直十分关注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等问题，早年钱学森先生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构想，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十架桥梁和十大科学技术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数学科学、
思维科学、人体科学、行为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文艺理论。
不久前，他建议把建筑科学归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作为第1i大科学技术部门。
 他认为，建筑科学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建筑哲学作为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建筑科
学连接在一起；建筑科学又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
 建筑哲学主要内容涉及：建筑科学的理论与工程实践如何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现代气息的新城市
和新建筑。
 建筑科学的基础科学——建筑学，涉及建筑与人、建筑与社会、建筑与科技手段、建筑与自然环境、
建筑与文物古迹、建筑与历史文化等有关内容，是以建筑为核心，吸纳广泛科学领域的综合性理论。
 建筑科学的技术科学，大致包括现在的建筑学、城市学等等所论及的诸多内容，是如何把建筑学的一
般理论运用于工程实践的学说。
 建筑科学“是一门融合科学与艺术的大部门”，“建筑是科学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科学”但目前建筑
科学的理论仍不够完备和成熟，仍不能圆满地回答“如何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现代气息的新城市
和新建筑”这一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强建筑哲学的研究，同时也必须对基础科学的建筑学进一步深入研究，以
进一步弄清传统建筑文化中的精华和仍有生命力的部分，为创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城市和建筑提供
素材。
在建筑创作中，如何合理地处理这些素材，也大有学问，值得深入探讨。
 此外，城市和建筑必须有现代气息，有时代特色，因此，加强研究现代建筑的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也
势在必行。
 4．传统建筑文化有哪些精华可供借鉴 要有中国特色，就必须借鉴传统，因而就必须研究传统。
那么，传统建筑文化中，有哪些精华可供我们借鉴呢?下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1)传统的建筑哲理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天地人三材合一和宇宙
万物的和谐合一，并以此为最高理想，用以指导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象天法地意匠。
和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o，使中国古代城市独具特色。
 (2)象征主义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特色 象征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
传统建筑文化中用象征主义表达五大观念系统：追求与宇宙和谐合一的哲学观念系统；向往神仙胜境
、佛国世界的思想观念系统；宣扬儒家文化的礼制思想；生殖崇拜和生命崇拜观念；祈福纳吉的思想
观念。
 (3)民居建筑中有许多地方特色可供借鉴 各地民居均具有各自的地方文化特色，笔者为客家人，对客
家民居作过详细、系统的研究，确有许多精华值得借鉴。
 (4)传统建筑的装饰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供现代建筑借鉴和采用。
 笔者近年对传统建筑的装饰艺术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我国传统建筑装饰题材之多样，文化内涵之丰富
，历史之久远，特色之明显，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可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借鉴和采用
。
 (5)传统的园林艺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与建筑艺术的融合，将放出异彩。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白天鹅宾馆就是代表，其中庭的“故乡水”，具有传统园林艺术特色，受到
中外人士的赞赏，为建筑增色添彩。
 5．重视可持续发展，提高现代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 可持续发展是在1980年由自然保护国际联盟首次
提出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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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 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包括以下三点：(1)可持续发展把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根本目的是使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长期、健康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2)特别强调发展与资源及环境的关系，认为发展与资源及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密不
可分的关系，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发展的社会责任，应是在财富分配与接近社会资源的机会方面公平合理。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上正提倡绿色建筑。
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和国际建筑师协会1993年4月在芝加哥的一次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设计会议上提出
了建筑环境问题。
美国的建筑运动此后即随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潮流而诞生。
美国副总统A．戈尔在“全球环境计划”一节中对“建筑技术”作了专题讲座，内容包括：改进设计
，降低能耗；从能源消耗角度设计新建筑所产生的后果是惊人的；提高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安装防
雪窗；安装被动式太阳能技术用于降低取暖费用；种植树木遮掩建筑物来降低空调需求；半地下建筑
提高墙壁的保温性能；门窗的设计与自然光的利用，四季的采光通风；墙壁厚度及建筑物自身系统设
计组合与节能的关系；一个新型灯泡在寿命期内可节省一吨煤炭；加强包括建筑业在内的产业效率标
准建设，等等。
 对照戈尔的“建筑技术”的专题报告，我们眼下到处可见的耗能又污染光环境的玻璃幕墙建筑也应该
慎用或煞车了，遍地开花的影响生态和环境的高层建筑也应加强规划控制了。
 近年，智能建筑也正在世界各地兴起。
1984年，世界上第一座被称为智能建筑的大厦始建于美国。
所谓智能，即给有厚重肌骨的传统建筑加上“聪明”的头脑和“灵敏”的神经系统。
其智能体现在三个方面：(1)建筑能“知道”建筑内外所发生的一切；(2)建筑能以确定有效的方式，
为用户提供方便、安全、舒适和富有创造力的环境；(3)建筑能迅速“响应”用户的各种要求，即所谓
的“三个A”：办公自动化(OA)、通信自动化(cA)、建筑自动化(BA)。
 智能建筑也必须面向可持续发展，创造高适用技术，如利用浅层地下空间热惰性的自然空调；选择性
辐射材料的制冷技术；利用常温相变材料的潜热调节室温；太阳能在采光、日照、采暖、发电等方面
的综合利用；风能的利用，如何变风害为风利；生态、仿生技术的应用等等。
 6．加强执业建筑师的继续教育和在校学生的建筑教育 由于建筑科学的发展，职业建筑师原先的知识
正迅速老化，什么是建筑哲学，建筑学和建筑科学技术近年有什么新进展，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什么
是生态城市、绿色建筑、智能建筑，什么是建筑文化、地方特色，如果不继续学习，接受新知识，就
不可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
因此，加强职业建筑师的继续教育势在必行，否则，中国建筑走向世界只是一句空话。
 搞好在校学生的建筑教育，首先得让老师有较高的建筑科学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然后才有可能培养
出高水平的学生，为21世纪中国建筑走向世界培养后继力量。
除了科学技术及文化知识、专业水平外，东南大学建筑系仲德昆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
有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深有同感。
 7．介绍世界建筑，学习各国经验和有益适用的理论 近年，中国建筑学会和各建筑杂志、报刊在介绍
世界优秀建筑、著名建筑师以及有关经验、理论上作了许多工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同行的好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视野。
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国外在绿色建筑、生态城市、智能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对我们都是很有参考价
值的。
国外成功的建筑师的真知灼见，对我们也极富启示意义，如前述西萨．佩里的看法即是一例，又如c
·柯堕亚说：“那些美妙而灵活多变的和多元的乡土语言已经存在。
作为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我们要做的一切不过是调整我们的城市，使这种语言能够重新散发活力。
”柯里亚的这段话，很值得我们创造地方建筑特色时参考借鉴。
 8．我们要进行的努力 中国建筑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要走向世界，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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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建筑哲学和建筑科学理论的研究；同时，要研究传统建筑文化，借鉴传统，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
借鉴各地民居及乡土建筑，才能创造出地方特色；⋯⋯面向可持续发展，提倡生态城市、绿色建筑、
智能建筑也要与可持续发展合拍；要加强职业建筑师的继续教育和在校建筑系学生的教育；要介绍世
界建筑，要学习各国经验和有益适用的理论，但对不顾国情，误用或乱用外国的理论则要进行坚决抵
制。
我相信，只要我们照此努力去做，中国的城市、建筑将出现新的面貌，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将在建筑
的百花园中各呈风采，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将体现我国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总目
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将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赞赏。
 9、研究中国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城市和园林 本书的宗旨，正是
通过研究中国建筑的哲理、意匠与文化，为当代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园林设计师提供思想和理论
的武器，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现代城市和现代园林出一份力。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随着中国以东方巨龙的雄姿逐渐超越各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将出现伟
大的复兴。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将自豪地耸立于世界现代建筑之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将是世界
上最美丽的城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园林，将受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赞赏。
这一天必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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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从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设计，建筑的装饰艺术和文化融合等多个方面
探讨建筑的哲理、意匠及其文化内涵。
可供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环境艺术研究者和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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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庆洲，广东梅县人。
1945年3月生。
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建系。
1982年和1987年分获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7—1 989年到英国牛津留学，并应邀到英国九所大学讲学15次。
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东方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并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史学分会副理事长、全国建筑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土建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任中日韩三国建筑学会刊物《亚洲
建筑与工程》(英)编委，《华中建筑》常务编委、《城市规划》、《规划师》《中外建筑》、《重庆
建筑》编委。
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多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80多
篇，出版《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广州建筑》、《中国军事建筑艺术》等专著多部，参编《中
国民族建筑》(广东篇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广州百科全书》等书。
主持“建筑文化研究”获2000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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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建筑园林篇；第二篇 宗教艺术篇；第三篇 装饰艺术篇；第四篇 城市规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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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设计，建筑的装饰艺术和文化融合等多个方面探讨建筑的哲理、意匠及
其文化内涵。
可供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环境艺术研究者和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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