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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分析和展望 

日期： 2006-08-16   来源： 国建筑评析与展望   作者： 张似赞    字体：大 中 小 

历史告诉我们…… 

由于近百年来我国建筑开始受到外来建筑文化（好的和坏的）的强烈影响，也就不免要联系到外国、特别

是西方的建筑历史来观察思考，希望既能够追寻这一影响的来龙去脉、有能将我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摆到一

起来作某些比较研究，并力求从中得出某些有助于进一步搞好我国建筑发展的结论来。 

解放近40年来我国的建筑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问题很多，建筑问题关联的因素众多，有许多问题的解决不

是建筑师所能为力的。因此本文想侧重于建筑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问题上，因为这是建筑师应该能够发

挥作用的方面，同时，这也是在我对问题的长期思索中感到是存在问题的方面。 

多年来人们比较普遍抱怨我们的新建筑千篇一律。与此有连带关系的另一种不满是，感到我们努力探求一

种中国自己的民族风格而不可得，无所适从。对此，1984年在广州《世界建筑讨论会》这个高校理论教学

与研究人员与设计部门搞实际设计的人员会合的讨论会上，就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搞实际设计工

作的同志有的希望能拿出一种现成、具体的处理，可供设计者应用；而主要搞理论教学研究的人中则有的

认为拿不出来，或更确切的说，是认为不应该拿出这种形式来。当然那个会也不可能得出一种公认的正确

答案，但却能促使大家去进一步深入思考探索。 

记得我在那次会上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建筑风格的固定观念，做设计总想要

找一种已经固定了的、公认的现成典范形式来袭用。在那次会后，我的思索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创

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问题，到底建筑设计、特别是设计中的艺术形式处理，应该如何进行。我们不能停

留在察看一座座新建房屋，仅仅去看其形式有什么新的型范可供我们在设计中如法炮制。如果这样下去，

我们就会停留在炮制旧形式上，再也不会有发展提高，这无异死路一条。我觉得要克服这种非常有害的对

风格形式的固定观念，需要放长线钓大鱼，需要回顾历史，追根寻源，挖出产生这种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

的根源，才能克服它，才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一 

这种创作思想和方法来自于我国的建筑教育。旧中国的那套建筑教育（世代相传至解放后可说也没有根本

的改变）主要由美国传入的，而美国又引自法国的巴黎美术学院，它在19 世纪以至20世纪初是复古主

义、折衷主义的大本营，其创作思想和方法的特点就是以“建筑即艺术”为理论依据，并认为古来一切公

认为美的形式都是永恒的，可以搬用，而不顾建筑内容的变化。 

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挖一挖学院派创作思想和方法产生的土壤，让我们再看一看学院派复古主义之前那

段历史的沉淀物。这又需要从更古的历史说起。本来，西方建筑体系自古希腊开创，历经古罗马，中世

纪，（当然还可以列入对西方体系颇有影响的拜占庭建筑）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期，每一时期都有自己创

造性的发展，每一时期都对建筑提出新的要求，都相应地在结构、材料、空间布局形式和细部处理上有全

面的发展创造。但是到文艺复兴期之后，好像原来的那些创造，经文艺复兴期总其大成，已经差不多够

用。包括16世纪在内，以至延续到18世纪下半西方爆发产业革命之前的那两三百年间，简直与材料和建筑

结构等技术方面竟没有什么进展，换句话说，尽管社会有发展变化，但对建筑的要求都主要是建筑艺术形

式山的，竟不需要建筑师灾区探索新的结构体系和新材料新技术就可以满足了，二三百年间的这种局面，

好像自然而然使人们认为，建筑设计不过就是搞搞艺术形式。不信请看文艺复兴晚期、巴罗克时期，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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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典主义，洛可可风格时期，以及接受意大利和法国影戏影响的西欧其他各国的情况，无不如此，这种

局面对“建筑即艺术”观念的形成，确是一种丰沃的土壤。当时领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的形式和法国

古典主义的宫廷建筑和几何园林艺术，确实成为全欧洲景象抄袭搬用的典范。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正是反映

了这种社会实践的需要，于是那一套教学也成了全欧、全美以至全球抄袭搬用的典范。这正是旧中国大多

数建筑学生所学到的建筑创作思想和方法。目前仍然严重存在的那种要求拿出一种形式供大家使用的想

法，其根源应在于此。 

二 

我国建筑界之所以能接受这种创作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又是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内部原因的，尽管表面看

来好像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带进来强加于我们的。但若是不看到我们自己内部存在的问题，那我们也就不

可能真正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造成的这方面的伤害到底何等惨重。我的确感到我们对解放后的恢复

元气是看的太轻易些了。 

首先应当注意到，我们整个民族缺乏建筑理论和知识方面的积累和素养。古代虽也有那么星星点点的一

些，但与西方相比之下，可以说没有形成整个民族世代相传，充实丰富的建筑理论体系。试看老子那句现

在我们引用频繁的有关建筑的名言，古来就没有打进建筑领域并得到发挥，直到西方人引用了，我们才感

到自豪起来，可是这已是20世纪的事了。我们在古代本来就没有建筑师这一行当。在西方，古罗马（相当

我国西汉时期）以著有称得上是建筑理论（或包含有建筑理论）的专著（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流传

至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相当于我国明朝），西方又出现了知识分子建筑师（或艺术家兼建筑师）。

有人说外国自古埃及已有建筑师了，不过那必同时是工匠，即体力劳动者。无论如何，我国一直把建筑当

作匠作，历来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的。所谓设计，主要听命于“业主”即，宫廷建筑听命于帝王（根据

礼制），寺庙建筑主要听命于僧道（或施主），住宅园林听命于宅主、园主，所谓“七分主人三分匠

人”，说的就是这种状况。长时期的封建一统大帝国为主的局面，对宫廷建筑要求一直没有大的改变，好

像真的不需要什么建筑理论似的。 

缺乏深厚的建筑理论根底，恐怕是容易接受西方那套创作思想和方法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我国的古建筑没有经历向近代建筑的转变。我们是以那种几乎是千古不变的古代建筑

形式去与西方侵入的、从他们自己的古代建筑烟花出来的近代建筑形式直接遭遇的。近百年来我国港口城

市几乎在我们自己的建筑上用惯了西方近、现代建筑的现成形式。这恐怕是现在我们感到要发展自己的现

代的民族的建筑所以那样困难重重的历史原因吧。 

纵观西方建筑历史，古代建筑向近代建筑的转变应始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期（15-16世纪）。这个转变的内

容说来话长，这里只举一小小的例子，也许可以看出这个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吧。在中世纪或者更久远

的古代，楼梯在建筑物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或也许是人们拿它没办法的一个难题。它往往被塞在阴暗的

角落封闭起来，或是挤在某个使用房间的一隅，很是难办。从文艺复兴开始，人们对观念转变了，楼梯开

始成为一些建筑物中显赫的组成部分，又了楼梯厅，甚至有了纪念性的，作为建筑构图中心的大楼梯。有

了这种变化，加上其他各种由古代建筑向近代转变的种种发展，就使得西方现代建筑的出现顺理成章，水

到渠成。也可再举一个较笼统但也许反映更全面的例子，目前西方很盛行修复利用旧建筑的做法。他们所

修复利用的旧建筑大都是已经向近代观念和形式转化了的东西，在建筑布局、建筑质量各方面，已接近现

代生活的需要。修复利用往往采取保留外观，对内部提高结构坚固性和完善现代建筑设备的做法，就很解

决问题，而我国的情况，要把我们未经那个转变的古建筑加以改造利用，则是较难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的。单说北京故宫那些殿堂，要利用作现代博物馆的展厅，就非常勉为其难。 

当西方社会出现新的萌芽（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我国明朝）随后又出现资产阶级革命以至

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大段历史过程，在我国则发展不起来，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应地，

我国建筑也始终停留在千古不变的古代形式阶段。以至解放后一提继承传统我们就好像感到只能仰仗那份

大屋顶遗产。我们在应该走上发展的进程中好像被撞进别人的跑道，跑的不是自己的路，我们的历史进程

断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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