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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国建筑创作的形势和方向，是个

很大的题目。从筹备这次会议开始，我做

了一些思考，但是很多问题仍没有想清楚。

因为建筑和建筑思想涉及史学、美学、哲学、

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要想搞清楚

这些学科的关系，搞清楚这些学科如何融

会贯通在建筑上，太不容易了。仅在这里

抛砖引玉，和大家做一下交流探讨。

1  中国建筑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巨大成绩。

有三件事让老外不解，用网络语言说，叫

“羡慕嫉妒恨”。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了

持续的 10% 高增长速度，远超世界平均水

平 3%。第二，中国有 56 个民族，地区经

济差异巨大，但社会始终保持着和谐稳定。

第三，中国建筑的成绩惊人。

这三件事是相互联系的，中国建筑取

得的惊人成绩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

了重要的支撑和基础的作用。中国建筑的

速度之快、数量之巨、形式之新，让全世

界为之瞩目，设计水平和科技水平都站在

了世界前列。

2  中国建筑创作和建筑实践需要正视

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建筑创作取得巨大成绩，但问题

也是需要正视的。我之前在一些会上讲过

编者按  近日，建筑创作领域有两件令人振奋的事：先是吴良镛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建筑

人首次获得此项国家大奖；紧接着是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这是中国本土建筑师首次获得此项国际建筑界的最

高荣誉。这无疑给建筑创作届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引发了人们对当下创作领域纷乱繁杂的态势的思考：究竟什么

才是中国建筑创作应该坚持的方向？特别是在中央六中全会做出发展和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之际，中国的建

筑创作应该走向何方？在中国建筑学会 2012 年 3 月 16 日主办的全国甲级建筑设计院建筑创作方向工作会议上，徐

宗威秘书长就该问题和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也期待引发全行业的思考。以下为发言实录，有删减。

徐宗威  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

中国建筑创作的形势和方向

中国建筑文化存在 “四远四近”，即中国

建筑离自然、生活、民族、文化越来越远，

离官场、逐利、浮华、西化越来越近。台

湾一位建筑师说，如果倒过来，“四远”

变成“四近”,“四近”变成”四远”，是

不是就是中国建筑的方向？我觉得还不能

这么讲。从建筑创作的角度讲，30 年来中

国建筑创作最大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每年

建了那么多的房子，但是没有形成当代的

主流的中国建筑风格。盲目追求建筑形式，

过分讲究建筑装饰，违背自然生态规律，

严重缺失建筑文化等问题十分突出。其中

重要的背景原因是：

（1）躬背的文化自信。中国 200 年

的屈辱近代史加上文革浩劫，使中国人对

自己的文化将信将疑。体现在建筑领域就

是盲目推崇外国的设计师，很多地方的大

型公建项目中国建筑师甚至连竞标的机会

都没有。很多时候已经不是缺乏文化自信，

而是卑躬屈膝，奴才文化。

（2）盲目的照搬照抄。建筑创作思想、

建筑设计理念的学习和引进涉及到世界观、

价值观、哲学观等思想领域的学习和引进，

需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结合中国实际。部分

中国建筑师没有很好地学习西方历史积淀的

科学态度、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只是热衷

于西方所谓的流派和形式，导致城市里出现

了不少高大奇异、奇形怪状、形式大于内容、

形像大于功能的建筑。

（3）陈旧的政策导向。“适用、经济、

美观”是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方针，

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是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情发生了深刻变

化，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建筑方针，

这是我们急需要考虑的。

（4）屈从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建筑师

有的时候很难做独立的艺术创作，必须听

命于开发商、投资商和建设业主，以至于

他们的建筑思想和设计理念没有充分表达

的机会。还有一些地方干脆实行地方保护，

将非本地的建筑师拒之门外。

（5）过多的行政干预。越是标志性建

筑、有影响的建筑，行政的干预越多，其

选址、投资、设计由政府审定。政府审定

本没有错，但是如果变成相关科室的几个

人的意见，缺少必要的民主程序，忽视社

会公众的参与和建筑专家学者的意见，则

建筑方案只能是行政部门的意图和偏好。

（6）缺失的专业教育。中国建筑师更

多的时候是关注建筑本身，而忽略了建筑

与人的和谐、与城市的和谐、与环境的和谐，

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受的建筑学教育有关。

现在高校里的建筑学专业都已与城市规划、

园林景观等专业割裂开来，缺乏生态、社会、

人文学科的内容。

（7）教条的用地政策。中国人多地少，

节约和集约用地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政策。

但集约需要一个合理的度，否则建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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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缺少基本的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

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建筑文化环境。

（8）片面的宣传影响。中国有优秀的

建筑文化和优秀的建筑人才，但是我们却

知之甚少，反倒是对外国的建筑师耳熟能

详。这很大程度是片面宣传所致，其实也

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此外，中国建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不

够，社会公众建筑知识的普及教育薄弱，

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重视不够等，

也是重要的背景原因。

3  中国建筑创作始终与社会思想保持

紧密的内在联系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古今中外，世

界上任何建筑创作的存在和任何建筑实践

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思想背景，都与

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形态的演变、哲学

思想的发展、艺术标准的确立联系在一起，

并构成了内在的互动关系。新中国 60 年的

建筑实践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3.1 第一个阶段（上世纪五十年代和

六十年代的20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贫弱、百废待

兴，“自力更生、建设新中国”成为这个

阶段一切工作包括建筑实践的指导思想。

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院、民族文化宫、

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以及天安门广场的

改造、北京西部的行政办公楼等是这一时

期有代表性的建筑。从建造目的、建筑形

体到建筑装饰、建筑风格都体现了这个新

政权和新国家的性质和政治思想，表现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迈的政

治气概和民族精神。这一时期的建筑大多

延续和表现了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

3.2 第二个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和

八十年代的20年）

 这一时期新中国的建设并不那么顺利

和平静，国内外各种矛盾加剧，上一个阶段

中后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以阶级

斗争为纲，反对“封、资、修”，深挖洞、

广积粮。“先生产、后生活”成为第二阶段

整个国家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实践，也左右着

中国的建筑创作和建筑实践。

这个阶段沿海地区、边疆地区建设很

少，内地的工业项目相对较多，但城市里

的公共建筑仍然不多。北京的城墙和绝大

多数的门楼、牌楼拆掉了。“经济、适用、

有条件情况下注意美观”是这个时期建筑

创作的基本方针。虽然受到西方的封锁制

约，但是新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尤

其是加强了基础工业建设，有了新技术和

新材料，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建设了一批像

国家图书馆、北京西单百货商场、北京饭

店、首都国际机场那样有现代感的建筑，

总体上这个时期的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还

是中国的。

3.3 第三个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

世纪十年的20年）

虽然 1978 年是计算改革开放的起始时

间，但国门真的打开，新中国从计划经济转

变到市场经济，是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

并发表讲话开始的。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中

心思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

这也是中国建筑创作的指导思想。很多旧城

区和传统建筑被拆掉，新的住宅和公共建筑

取而代之。北京的央视大楼、国家大剧院，

上海的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都是这一时

期的代表建筑，奥运场馆和世博场馆则是这

个时期最典型的建筑实例。这一时期中国涌

现出一批设计品质精良的建筑精品，但也留

下了不少遗憾。

这个阶段，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

国管理、外国的建筑设计思想纷纷涌入中

国，在中国城乡出现了“多元”和“现代”

的建筑形式和风格。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影

响下的所谓表现主义、解构主义、立体主义、

超现实主义的建筑受到国内建筑师的追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流行一首歌，叫

“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很多人喜欢唱，

但对“精彩是有标准的、精彩是有代价的”

认识不多，特别是对精彩中的精华与糟粕

甄别更是不够。

4  中国建筑创作应当批判地借鉴西方

现代建筑思想

近代，西方社会发展很快。但是快不

一定就好，快不一定就方向正确。工业革命

之后，西方国家竞争和铜臭无处不在，社会

矛盾、国际矛盾日趋紧张，种种思潮风起云

涌，社会关系中充斥着消极、颓废、紧张、

激进、反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

建筑美学出现了三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建

筑创作追求复杂、无序，概念艺术、偶发艺

术、最低限度艺术，表现主义、解构主义、

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建筑占据了突出位

置。其二，建筑不再是建筑之外的某种精神

的像征，建筑只是建筑自身的意识、诉求和

语言。其三，美学不再是指导艺术实践的理

论，美学变成了教人把不是艺术的艺术当成

艺术的理论阐述和审美判断。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北京火车站 北京农业展览馆 钓鱼台国宾馆 工人体育场 华侨大厦（已拆除重建）

解放军历史博物馆 民族饭店 民族文化宫 人民大会堂 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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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大门开启之后，这些思

想还没有来得及被分析和梳理就堂而皇之

地涌入中国，并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打造着

体现这些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建筑作品，

且在不少城市形成了盲目效仿和照搬照抄

的倾向。部分中国建筑师对西方近现代、

当代建筑中优秀的部分视而不见，将现代

主义建筑等同于玻璃盒子，等同于高大新

奇，将其视为妆扮所谓“国际化城市”必

需的胭脂水粉。

分析和批判西方现代建筑思想有三点

需要明确：第一，西方现代建筑思想中的

反理性、反文化部分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

背景和特定的土壤中形成和生长的，和中

国的国情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和当年拿共

产国际的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土地革命差不

多。第二，西方现代建筑思想中虽然有适

应工业化、采用新技术和新材料等积极因

素，但是仍需要持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因

为新技术和新材料如果是高能耗的、是破

坏生态的依然需要被摒弃。第三，学习和

借鉴西方现代建筑思想，最终要回归到柯

布西耶和包豪斯等创立的“形式内容统一”

和“人本精神为上”的基本的现代建筑思

想上来，要落在提高中国文化自信这个落

脚点上。中国不能放弃自力更生的伟大精

神，这是中国能够在今天这个纷纭复杂的

世界上生存发展的唯一之道。

事实上，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由于能

源紧张、环境恶化、文明冲突、人性异化

所酿成的苦果日渐显现，不断引发西方建

筑师的反思，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已经逐渐

回归到理性和传统的道路上，强调人本精

神，保护自然和尊重文化。这一趋势的发

展和建筑理念的实践需要中国建筑师结合

中国国情认真关注和研究。

5  中国建筑创作应当发展中国自己的

建筑思想，走自己的道路

中央六中全会做出发展和繁荣中国社

会主义文化的决定，这一决定意义深远，

也为中国建筑文化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

的当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断

层，数千年积累而成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当代中国新的建筑思

想的精神内核还不够明晰。在外来强势文

化的猛烈冲击下，我们要加强对中国建筑

实践实际问题的深刻剖析和系统研究，探

索和建立中国自己的建筑理论。具体有以

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

5.1 建筑本质

建筑的本质是为人服务的。西方自古

希腊起源发展而来的“人文主义”和东方

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实都讲了

建筑的本质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

讲建筑本质在于说明，建筑的创作和

实践不能忘记建筑的本质。第一，建筑为

人服务，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服务，

满足功能的需要，而不是人为建筑服务。

可以依靠自然解决的通风、采光，结果因

为人为地加大建筑体量，必须靠空调、照

明来解决；可以在建筑平面组织的交通，

结果因为人为地变成立体交通，必须依靠

电梯电力来解决。这就变成人为建筑服务。

第二，建筑为人的“适当需要”服务，

而不是为人的“不适当需要”服务。人的

需要有适当需要和不适当需要之分，一个

三口之家的居住面积120平方米是适当的，

但三口户型的住宅建到 300~500 平方米就

是不适当的；一套 120 平方米的住宅装修

需要 30 万元就好了，是适当的，但装修花

掉 300 万元还不好，就是不适当的。

第三，建筑是为了使人类适应自然、

规避危害，而不是为了战胜自然、破坏环境。

超高、超大、超密建筑已经远远超出了适

应自然，并且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可再生

材料、可降解材料是建筑首选，而大量使

用开山挖石，制成化工产品和合金产品的

材料是不可持续的。

5.2 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不仅是审美取向问题，更是

文化问题、政治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建筑

形式都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表现

和象征。陈水扁搞“台独”，在台湾搞去

中国化，恨不得删掉所有和中国有关的内

容，但是台湾岛上的中国建筑形式他是删

不掉的，台湾博物馆、中山纪念堂一看就

是中国的，永远是中国的。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筑师按照“吾国

之固有建筑形式”，对传承和创新中国建

筑形式风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历过从

“整体”仿古模式、“局部”仿古模式到“简约”

仿古模式的大胆尝试，其中很多作品都已

成为成功范例。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首

都计划」中也提出过“中国固有之形式为

最宜，而公署和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

的建筑方针。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由于

反对“封、资、修”等政治原因，对中国

传统建筑形式采取回避态度。经济、适用、

美观的建筑方针实际上也没有触碰中国传

统建筑形式问题。

改革开放后，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给

新北京十大建筑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 鸟巢 国家大剧院 北京南站 国家游泳中心

首都博物馆 北京电视中心 国家图书馆(二期) 北京新保利大厦 国家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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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应有的尊重，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带

来的人地矛盾和新技术、新材料的出现，中

国传统建筑形式已经难以在城市广泛传承，

但仍做了积极的尝试，如吴良镛先生的北京

菊儿胡同改造工程、崔 先生的北京外研社

大楼项目，都有不俗的表现。但十分遗憾的

是，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在滚滚的城乡

建设大潮中，没有形成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

大的国家的主体建筑形式和建筑风格。在下

一波的城乡建设中，如何在传承中国传统建

筑形式和风格的基础上，探索符合时代要求

的当代中国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应当是中国

建筑师共同的光荣使命。

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为例，它每年上

演的多数是老旧曲目，依然受到热烈的欢

呼，说明什么？——老的不一定是坏的，

旧的不一定是不好的。相反，老的经过时

间和历史的锤练，一个曲目、一种艺术形

式才可能更加丰富、完善和成熟。创新是

需要的，但创新需要理性。盲目的创新将

意味着对老旧事物的所有成本和人类感情

的抛弃和否定。

5.3 建筑审美

什么样的建筑是美的？这确实是个很

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

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这个问题又是必

须回答的，因为建筑审美的取向和标准关

系到建筑创作的方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建筑审美似乎

没有标准，这种认识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

险的。事实上，即使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

社会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一个社会主流的

审美标准。

什么是社会主流的审美标准？毛主席

60 多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仍然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建筑艺术和建筑审美

的座右铭。毛主席讲，“文艺为什么人的问

题是个根本问题”，这对建筑也适用。符合

人民大众审美要求的、满足人民大众文化习

惯的，应当是中国建筑审美的基本标准。建

筑与自然和谐相处，依山傍水，负阴抱阳，

绿树环拥，鸟语花香；符合中国文化中过日

子尊老爱幼，生活中邻里互助，勤俭持家不

浪费，生活更加方便，工作更有效率；有中

国文化的对称美、规则美，天人合一，是人

民大众喜欢的。“为谁做建筑”是中国建筑

师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含糊不清

自然带来建筑创作方向的不清。

5.4 建筑道德

在建筑创作和建筑实践中，需要提升

道德水平和道德规范。在约翰 - 罗斯金写

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排除关于听从

上帝的安排和服从上帝的意志等上帝创造

论外，其所讲到的建筑师的道德部分还是

可以借鉴的。建筑道德主要表现在对人、

对自然、对社会的责任。

透过窗户看不到青山绿水，看不到树

木、绿地；房子挨着房子，窗户挨着窗户，

住宅楼叫“亲嘴楼”、“握手楼”，其实还

可以叫不道德楼，这是建筑对人的不道德。

同样的建筑材料，山里的石材、地下

的矿土、林中的树木，都是自然环境生命

体的一部分，用这些材料可以造出精湛完

美的房子，也可以造出粗制滥造的房子。

造出粗制滥造和寿命短暂的房子，叫对自

然的不敬，这是建筑对自然的不道德。

一些大超市、大商场没有外窗，外墙

完全包裹起来，房间里没有清风拂来，更

没有阳光抚慰；建筑只要可能就见逢插针，

房子密度超出了合理的容积率水平，这是

建筑对社会的不道德。

讲建筑道德其实就是讲建筑师的道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金律，

也是建筑师的道德金律。

6  结语

中国的建筑创作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

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

中国的建筑师应该利用历史机遇赋予

的巨大而广阔的舞台，树立起正确的建筑

价值观，不断发展、完善中国自己的建筑

文化，探寻符合当代实际和历史趋势的中

国建筑之道，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建

筑文化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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