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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进程在为中国建筑界带来无限机遇的同时，也
产生了诸多问题，并在建筑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南
北各大城市相继出现的新、奇、特建筑。
这些标新立异的标志性建筑在吸引世人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争议的背后是人们对建筑
价值问题的思想冲突，而这些都直接影响中国建筑创作实践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需要引起中国建
筑师的思考和研究。
　　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同时建筑从产生到使用的过
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建筑和社会是一个整体的关系，建筑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发展
。
建筑学的问题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学科问题，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的
延伸和反映。
我们在建筑创作实践中需要建立“整体”的视角和观念，去积极地面对和思考建筑背后的社会问题，
以此决定建筑实践的立场和态度，使建筑创作摆脱单纯的形式探索的局限状态，而面向更广阔的社会
现实。
　　在创作实践中，建筑师时常要面对政府、开发商、使用者等各种社会群体，在各方的利益要求和
博弈中寻找建筑师的创作空间，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采取怎样的价值评
判标准和实践态度，再进一步是采取怎样的实践策略，从而使建筑师从无所适从的状态变为有所适从
，发挥建筑师应有的作用。
在实践中我经常提到一个成功的建筑必须是地域性、时代性和文化性的高度统一：地域性是对建筑存
在空间的定位，这一空间的特性不仅是建筑存在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社会的、人文的因素；时代性
是对建筑存在时间的定位，而这一时间的特性正是对建筑存在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和回应
；文化性是建筑创作的实践态度和方法，以文化的批判性去应对和诠释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定位，形成
建筑存在的文化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价值观的建立。
　　作者郑少鹏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跟随我完成了大量的建筑创作实践。
作为这一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参与者，他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和争议的现实意义，以极大的勇气和务实
的精神选择了这一课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尝试通过“价值观”的研究，在理论上建立建筑
与社会的内在联系，对前面所提的问题和争议进行探讨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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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价值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线索，建立了建筑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内在联系，通过价值观相关理
论研究的引入，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价值观与建筑的研究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上从
宏观转型社会和微观多元主体两个层面分别对转型期的价值观转变与中国建筑创作实践的现状展开研
究，从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及根源有了较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从社会领域-建筑领域-建
筑师、制度-价值观-实践方法等多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应对体系和实践策略。
本研究具有拓展建筑学研究视野的理论意义、深层剖析建筑创作实践现状的现实意义和对未来创作实
践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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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假如双方的分歧无法调和，建筑师可以选择拒绝，同时也应该有拒绝的勇气。
市场本来就是一个买方和卖方双向选择的过程，主体的独立性是市场的前提。
而拒绝也不完全是消极的做法，拒绝从某种程度上讲维护了专业领域的自律性，对形成良好的执业环
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如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鉴于贝聿铭在国际建筑界的声望和地位，邀请贝
聿铭设计10幢现代化饭店，包括在紫禁城附近建一幢庞大的高层建筑。
但贝聿铭婉言拒绝了。
“我不能这么做。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如果你从紫禁城的墙往上望去，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向上望就是天空，中间一览无余。
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
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
我无法想像如果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紫禁城那会是什么样子
⋯⋯我就是不想参与这样的事情。
”1 贝老的这种回应表现了建筑师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赢得人们的尊敬，也因此有了后来的香山饭店
的出现。
　　对于在当前社会环境中，中国建筑师的上述角色、责任、立场以及策略，也许有人会质疑，建筑
师的这种努力是否有意义?按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个体的变异是基因突
变的结果，是无意识的，只有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生存并遗传下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而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还有拉马克的活力论，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因为环境改变了，生物个体为了
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种后天为适应生存的有意识变化被遗传下来，用进废退，生物物种
因而进化。
从文化生态学。
的角度看建筑领域，建筑的发展是进化论还是活力论，究竟是建筑师的主体实践适应环境的结果还是
社会环境选择了建筑师的结果?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建筑师有意识的主体性实践是否能够改变社会、改
变世界。
首先对于建筑文化而言，个体建筑师的实践过程并不是无意识的“基因突变”，而是基于社会环境的
有意识回应；其次，不论个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努力和创作是可以通过建成作品进行文化传承的，建
筑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选择的产物，也会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是生物用进废退
、不可遗传的后天适应性变化。
因此，对于职业建筑师而言，建筑师的审美取向可以是个人化和多元化，但价值立场却要明确，这决
定了在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没有独立立场的创作只能成为决策者的附庸，没有独立立场的创作也是没有价值的，只能使
建筑专业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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