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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仰赖本次出国参会组织者的推动，还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亚洲国际会议。特别是查了一下才知道，

已经有几次在国内主办了——2002年在重庆，2008年在北京。应该说平时关注学术会议太少了，国际会议就更

少。统计了一下交流论文的作者国别，绝大多数分布在中、日、韩三国。论文总共318篇，其中日本124篇，韩国

143篇，中国30篇。可以看出，与韩国、日本相比，我门号称当代世界上建筑工程最多的国家，研究的东西不能说

是少，但是参与交流的人数实在太少，真有点和我们亚洲建筑大国的地位不相符。

恐怕很多人参加国际会议的心理障碍，就是担心自己英语水平不行。但参加完这次会议后，我感觉并不非要

英语特别好。以目前中国的英语教育水平，通过幻灯表现的画面以及论文资料进行交流应该没问题，至少对于这

种类型会议是如此。

还有一点，就是建筑师普遍害怕写论文，更别说写国际会议的论文了。其实回来后，浏览一下整个论文集，

觉得论文有很多写法，并不一定要非常严肃的话题或惊人的观点，只要把你的设计和心得加以归纳，提出论点就

可以了，作为3个关键讲座的韩国建筑师的发言就是这样。通过3个同一主题的项目介绍，串联归纳设计思想，提

出了城市更新中的社会组织结构重建的重要性和操作模式。单就每一个项目而言都非常普通，但是通过有意识的

设计活动、材料组织和论点的提升，提出了当代建筑师容易疏忽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其实我们国内也有很

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项目，也都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组织结构重建过程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如果加以总结，

完全可以拿到国际论坛上，也许更精彩，但遗憾的是，这样做的国内建筑师并不多。

交流会的低门槛、平实化给我印象深刻。据我观察，参加会议的年轻建筑师很多，还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

学校老师、学生。会议其实就是想提供一个交流讲台，似乎应将Symposium译为论坛更合适。

总之，这次行动启发我们，建筑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多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也积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参加第八届亚洲建筑国际交流会有感

[编者按]  "亚洲建筑国际交流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rchitectural Interchanges in Asia，简称

ISAIA）是由中国建筑学会、日本建筑学会和韩国建筑学会共同发起并主办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会议每两年召

开一次并由三个学会轮流作为主办单位。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工程师等都可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2010年11月9

日，第八届亚洲建筑国际交流会在日本召开，山东省勘察设计协会组织山东省内的部分设计院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考察了日本建筑，与会人员普遍觉得收获颇丰，部分撰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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