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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祁嘉华教授的俭朴、平实和执著奋进，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深。
我和他平时很少见面，一旦相遇，两人的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学术研究展开。
他喜爱将美学与实际相结合，在上个世纪末就出版了服饰美学方面的专著。
新世纪伊始，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与学校强势专业相结合”的科研意向，从美学的角度切入建筑学。
短短的几年间，他便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建筑美学”和“人居环境美学”两门新课，同时为博
士生开设了建筑文化方面的专题讲座，为学校与“中冶集团”、“海螺集团”、“酒钢集团”等企业
举办的高层培训班讲授建筑欣赏。
2007年12月，他的《中华建筑美学》出版发行，引起了建筑界的密切关注，此后，约稿、采访、联袂
合作者不断登门。
2009年，他创建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组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学术梯队。
不久前，他给我送来了自己的新作《建筑的三个看点丛书》书稿，并嘱我为其作序。
面对厚厚的一摞书稿和他那诚挚的目光，我能想象并体会到他所付出的辛劳，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起
一种伴随着感动与敬佩的心绪。
《美眼看建筑》、《醉眼看建筑》和《冷眼看建筑》，从名字上就能反映他对建筑的关注已经不是一
个单纯的平面，而是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更大视野。
在他的眼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造型，其中体现着美的规律和形式；建筑还是一种艺术现象，同样可
以陶醉人的心灵；同时，建筑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有着说不尽的内涵与外延。
能将建筑进行如此多角度的品鉴与思考，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底蕴，更需要大量的实际考察，绝不
是坐在书斋里读几本书就能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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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21世纪的建筑业竞争，说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那么，21世纪的建筑分析，说到底是建
筑文化意义的分析。
这里的文字，就是对身边各种建筑现象的文化评判。
其中，有对古遗址开发过程中背离传统建筑文化，追求眼前利益现象的批评；有对完全西化的城市改
造进程的担忧；有对古遗址进行“建设性破坏”的大声疾呼；有对使建筑成为“杀手”的原因分析；
有对借“开发”名义涂炭传统的揭露与鄙夷；有对逐渐消失的传统建筑文化精神的痛心疾首⋯⋯本书
力图在冷静中摆脱功利的束缚与纠缠，得出比较公允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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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丰任。
新世纪以来出版《中华建筑美学》、《设计美学》等专著200余万字，发表《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
、《文人园林的诗意之美》、《城市化建设中的文化思考》等论文60余篇。
自2005年至今，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省部、学校及其他级别的纵、横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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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学习建筑，我们还缺什么2 怀念风水3 青木川的不可承受之“轻4 城市化不等于西化5 好房子，坏房子
访谈录6 从城市与国际接轨所想到的7 大雁塔的叹息8 古遗址的尴尬9 同是古城的两种路径10 为陕西古
建筑鸣不平11 还陕西古建筑之魂12 陕西古建筑的美学启示13 党家村，我想对你说14 读不懂的司马迁
祠墓15 新旧黄帝陵16 这里的建筑静悄悄17 碑与广场的记忆18 建筑缘何成杀手19 县城建设，不能仅仅
是漂亮20 在文字中细读建筑21 迷惑与忧虑——《大明宫之谜》读后22 建筑与权力23 建筑与写作24 建
筑与哲学25　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西安城市发展的两难抉择26　静看古镇辨喜忧27  “凤凰”涅
槃28　孤寂的古城29　城市的品格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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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决定写这个题目是因为一次讲座。
因为听众是研究生，而且都是学建筑的，主要内容结束后我安排了与学生们的对话，这样，作为一次
学术性的活动就显得圆满了。
但是，对话本身又使我产生了一些新感触，因为与场合不符，这些感受只好压在心里，无法当场表达
。
于是，言犹未尽的我便产生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的想法。
什么是建筑？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甚至许多从事建筑专业的人也并不清楚。
凭心而论，专业从事建筑学习的研究生们确实不容易，他们要用整整八年的时间多角度地学习建筑方
面的各种知识，比如，要通读一本本厚厚的建筑理论，通晓中外建筑的大体形貌和走过的不同路径；
要学习一门又一门的专业课程，从结构、材料、布局等方面搞懂建筑具有的各种物理属性；要通过书
本和现场两个渠道，从环境、景观、造型等方面了解建筑的形式特点；再加上整个学习过程中通过文
字、绘图、参观等方式完成的各种作业⋯⋯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加强着学生们对建筑的理解，训练
着学生从事建筑工作的实际本领，必要而且无懈可击。
经过这样看似全面的学习之后，学生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中外建筑的发展情况，从物理、材料、结
构等方面总结出建筑的不同属性，可以快捷地将老师给出的某个创意通过图纸描绘出来，甚至还可以
对某个建筑项目说长道短⋯⋯但是，如果你避开这些实际层面的问题，单刀直入地问他们：什么是建
筑？
哑言之后换来的竟是满堂的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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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2月，本人的《中华建筑美学——风水篇》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很快便有报社的记者
找上门来，想了解一下学者眼里的风水与风水先生眼里的风水有何不同。
参加这次访谈的还有建筑学院的王军教授。
访谈结束，王教授邀我再给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专门开一次建筑文化方面的讲座，我欣然答应了。
记得那次讲的内容是“从居住环境选择，看中华民族的美学心理趋向”。
可能是由于角度与观点的新颖，来了很多学生，反应也异常活跃，时间也只得一拖再拖。
那次讲座以后，先后有不少学生到家里来讨教，其中有学建筑的，有学环境设计的。
这其中，建筑学院岳邦瑞博士的来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从古到今，话题一直围绕着建筑。
临走时他告诉我，以前建筑在他眼里是冷冰冰的，现在看到了温度。
他认为我是在引导他用美眼看建筑。
后来又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有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字和图像材料，参加了一些古遗址开发方
面的论证会。
面对那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巨大投资，来自海内外的设计方案，铺天盖地般的广告宣传，眼花缭乱之
余也不免产生了一种担忧——担忧古遗址的文化韵味被这样的操办变了味道。
至今我还记得，在一次据说有几百亿投资的项目论证会上，我的一番关于古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
产，不管是修建还是恢复，在征集各路专家意见的同时，切不可忘记了征求祖先意见的谈话，引起了
主持人的一再追问。
在他看来，有外国专家参与设计可以提高该工程的知名度，而我却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建筑设计人员会像祖先那样了解这些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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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冷眼看建筑》：这样看来，当“汇丰”、“东亚”银行占领南城门广场的时候，当“肯德基”的醒
目招牌挂到了大雁塔广场的时候，当麦当劳、星巴克在西安城的中心地带抢滩登陆的时候，当然，还
有那些通过各种手段在古遗址周边耸立的高楼大厦，我们难道没有感到古城的气息越来越弱了吗？
面对被高层建筑和玻璃幕墙包围的历史“老人”，眼看着它的处境越来越“憋屈”，我们难道就没有
一点儿传统文化“到了最危险时刻”的感觉吗？
只有从文化入手才是保护古迹的根本，因为，离开了文化氛围，古迹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无论如何是产生不了活力的，正是因为这方面的考虑，像法国的罗浮宫，意大利的罗马城，日本的京
都和奈良，对古遗址周边的环境都要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周边建筑的高
度和色彩，更不允许在古遗址周边进行商业开发：可能正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古色古香，巴黎、罗马、
成尼斯、京都和奈良才以独有的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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