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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建 筑 ”理 念 的 人 文 拓 展
———兼谈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文化生态学特质

李国友，刘大平

(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哈尔滨，150006)

摘 要: 绿色建筑的健康特征体现在物质和文化两方面，但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存在关注物质技术、忽视

文化品质的现象。论文集中针对后一层面的内容展开论述，选取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作为研究载体，探讨建

筑与自身功能、地域环境及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并进行气质、品味、伦理等人文属性的绿色评判演示，补足与

拓展对绿色建筑概念的理解，并为文化线路保护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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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理论是全球生态意识觉醒的产物，

一些学者将绿色建筑明确地称为“健康建筑”。
如果将一座建筑比拟为一个生命体，健康应该体

现在“身、心”两方面。身包括所有物质层面的

构成内容，心则涵盖了精神、伦理、文化、艺术等

多方面因素，这种两分法也刚好呼应了建筑的技

术性与艺术性整合的特征。
从与绿色建筑相关联的生态建筑学理论看，

后者并不忽视对社会文化的关心，如设计目标中

有“社会目标”(使建筑获得更多社会效益，它应

包括文化内涵的体现、心理结构的对应、地域特

征的反映、生活方式的体现等
［1］)，设计策略中

有“历史文脉策略”等等。但是，在具体研究和

实践操作层面，对物质主体和技术的关注根本压

倒了对文化内容的关注，所言的绿色文化也只是

从绿色生态技术美学的角度描述。因此，从文化

层面认识绿色建筑的性能和特质，关注技术绿色

之外的人文绿色品质，并进而尝试用绿色建筑的

文化标尺来评判建筑的真实价值，应该可以成为

理解建筑的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法并获取广义

的绿色建筑认知体系。
依照文化生态学的逻辑，文化的演进有其生

命周期的发展规律。一个文化种群的肌体健康

表现为此种文化根植并外显于社会的积极和谐

的生存状态，而一栋建筑达到文化层面的“健

康”标准则可以理解为这栋建筑对社会、文化、
地域、心理等制约因素有准确、生动地表达。这

涵盖了建筑与自身功能的关系、与地域环境特征

的关系、与社会时代背景、生活方式的关系等诸

多方面。我们暂且将其概括为气质、品位、伦理

等几个内容。在研究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文

化特质的过程中，尝试性地运用这一标尺进行历

史建筑文化品质的再判断，形象地触摸到了一份

鲜活的建筑遗产。

一、健康气质———功能类型和

技术形式的形象呼应

1. 功能表情———建筑功能的显性气质

卡斯滕·哈里斯说过:“……建筑的伦理功

能，‘伦理的’衍生自‘精神气质’。就某个人的

精神气质而言，我们意指他( 她) 的性格、性情或

者气质。……对建筑的伦理功能，我指的是它帮

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2］。
《建筑创作》杂志社曾举办过一个关于“回

归建筑主体的客观真实性”话题的座谈，其间就

寻找建筑功能与建造的真实逻辑和反思形式游

戏误区的认识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似乎可

以这么说，形式游戏创造的建筑像一个化装舞会



的演员，而理性的设计过程产生的建筑是一个真

实的人。所以，准确表现自身功能类型和建造逻

辑的建筑形象在外部和内在空间的表情上是健

康的、绿色的，而脱离自身功能类型和建造逻辑、
表里不一的建筑形象是一种处于癫狂状态的形

象，是不健康的，即使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也不能

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绿色建筑。
中东铁路沿线的历史建筑在形象反应功能

类型上主体性格十分鲜明。住宅建筑低缓、朴

实，表情安详亲切;大型公共建筑雄伟气派，表情

持重而沉稳;教堂建筑高耸、装饰繁复，表情庄

严、神秘;宾馆建筑优雅舒展，表情极具亲和力。
可以说，大部分中东铁路历史建筑的形象都恰到

好处地反映了内部功能的属性，成为自身的无字

招牌。这一点与时下充斥各城市的千头一面、千
功能一面的现代建筑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 1 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几种典型功能类型:住宅、教育建筑、教堂、宾馆

2. 技术表情———建造方式的隐性气质

气质除了体现在功能类型的外在表情上，还

反映在建筑技术形式与外在形象的对应关系上。
健康的建筑形象可以体现表里如一的建造逻辑。
由于中东铁路建筑大部分沿用了砖石的砌筑技

术，所以其形象都显示出砖石建筑典型的稳重饱

满的气质特征，即使是外部墙面上层次众多的装

饰构件也大都通过砖工砌筑而成，完全没有牵强

的附加感。至于俄罗斯风格木刻楞建筑的原木

墙面的堆叠形象更是与其建造方式完全吻合。
准确地说，一座建筑与所处环境和谐共生，

其结果表现为浪漫的人文景观，而过程和手段却

伴随着实实在在的材料选择和技术运用。中东

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墙体大多采用厚实的砖墙，

最厚者甚至达到 1. 5 米。开窗形式为竖向窄长

窗，面积偏小以减小室内墙面冷桥的散热系数。
级别较高的别墅和住宅专门设置阳光间，外部形

式虚实对比，内部空间温暖明亮，创造形象的浪

漫表情。普遍见诸中东铁路沿线建筑的坡屋顶

巧妙地分解了雪荷载的压力，非常便于雨水和雪

水的排放;而其下部通平吊顶的做法则是为了形

成屋顶下的闷顶保温层。显然，这与今天盛行的

表皮建筑及装饰性大屋顶表里不一的建造逻辑

可谓天壤之别。

图 2 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几种典型技术形式:磊石建筑、砖砌建筑、木刻楞建筑

二、健康品位———社会文化及

演进过程的准确传达

1. 文化品位的演进性———输入、同化、异化

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文化品位是由整个社会

文化的品位决定的，健康的品位是建筑所根植的

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协调发展的结果，这

种协调发展伴随着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过程。
新陈代谢通常在文化生态系统的原有文化和外

来文化之间发生，它包含着同化和异化两个过

程。“同化是依据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吸收环

境所提供的原料，经过消化、批判，营养自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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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固有文化的保存。异化是文化系统中异质因

素对原质文化的否定，是原质文化的扬弃，新的

文化因子的繁殖”［3］99。在任何存在多种文化的

空间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文化碰撞、同化、异化

过程，哪种过程占据主导，这取决于外来文化和

本土文化的势位差异。当外来文化高于原有文

化时，本土文化就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同

时，处于弱势的本土文化，因其占据身后稳定的

原生地理环境而不会真正消亡，它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不断地对外来文化进行修正和局部同化，这

也正好形成了一些戏剧化的人文景观，尤其表现

在建筑上。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文化异化最终还

须将外来文化纳入本土文化发展的逻辑之中，使

之真正植根于本土文化这块深沉的土地”［3］99。
中东铁路整条线路文化的形成强烈地再现

了上述不同类型文化发生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

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局部同化、整体异化、异同反

转、和谐共生。最集中反映这种文化过程“局部

同化”的建筑现象是存在于中东铁路沿线站舍

建筑集群中大量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作品。如图

中实例可见，中式的屋顶和俄罗斯式的厚重墙面

相应生趣，构成了绝无仅有的浪漫人文景观。随

着历史的演进，大量的中式屋顶和檐下装饰逐渐

被恢复成了与主体形象更趋一致的俄罗斯形式，

演示了“整体异化”的文化过程。( 见图 3) 之

后，同化和异化的过程交互作用，由此展现出的

建筑景观也异常的丰富和富有戏剧性。集中在

哈尔滨市埠头区(今道外区)的“中华巴洛克”风

格四合院是最为突出的实例。砖石檐口、欧式窗

洞周围缀满的“福禄寿”、“富贵吉祥”、“云纹花

草”浮雕装饰;欧式砖墙前带有雀替的木柱式和

围以棂花格的敞廊;欧式建筑立面上挂满的中式

楹联旗幌，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语言和样式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和谐动人的市井画卷(见图 4)。

图 3 中东铁路沿线中西合璧的建筑景观演示了“局部同化”和“整体异化”的文化过程

图 4 哈尔滨道外区中西合璧的建筑景观再现了“异同反转、和谐共生”的文化过程

2. 文化品 位 的 时 空 性———昔 时、现 时、情

节性

“历史性建筑和街区的首要特性就是它们

从过去的岁月中走来，承载着凝重的记忆，因此，

它们所具备的美学特质是首先就与时间的概念

有关。……人们对时间与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

是审美思想空间的扩展，促成了历史建筑特殊的

时间美学价值。同时，对时间因素的喜爱也直接

扩 展、移 情 到 传 递 时 间 线 索 的 各 种 痕 迹 上

去”［4］165。显然，老建筑已经为人们的内心搭建

起了一座想象的桥梁，体验者的审美感受实际上

是在无限久远的历史时空中完成的。事实上，中

东铁路文化品位的深远历史感已经成为整个线

路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特色充满岁月积淀并具

足丰满的情节特征，具备了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

性。一幢房子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是许许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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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很多房子也因此成了电影导演们频繁光顾

的外景地。老房子在城市中很像人群中饱经风

霜的老人，充满阅历与智慧却那么温和宽厚。这

种气质与大地的表情非常相似，正如爬满藤蔓的

老墙，几乎不再属于人工环境，而是成为自然景

观的一部分。正如沙里宁在分析欧洲中世纪城

市形态时所言:“老化是一个总的自然过程。岩

石、崖壁并非以它们材料颜色的面目出现，而是

表面经过软化后达到的一种中间色调，能够与周

围景物和谐地融合到一起”［4］165。崇尚“苍老”审

美意境的中国山水画一直被认作是中国传统“天

人合一”生态哲学的艺术典范，看来，自然审美的

历史感和原生态意象有着“通感”的品质，岁月、
自然和中国人的怀旧情结能产生持久的共振。

图 5 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典型时空情节性景观:百年老石街和被风雨残蚀的老建筑片段

三、健康伦理———哲学理念和

生活方式的整体呈现

1. 绿色哲学———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地域环境及气候特征的直接影响体现为一

座建筑的外部表情，这种表情的背后是他所透现

的伦理观念与习俗。在处理建筑个体之间和个

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上，中东铁路历史建筑集体

展现了一种高度理性的“绿色哲学”———整体和

谐观。俄罗斯族裔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们似

乎是遵照着“家园”的设计理念来完成设计和建

造的，而“家园”可以说是原生态的绿色人工环

境。在中东铁路沿线，城镇环境一定是其中的建

筑物有着相似的外部表情，无论是中心城市哈尔

滨、小镇横道河子，还是一两栋单体建筑与周边

环境形成的铁路站舍。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相似

表情共同形成的清晰场景给人强烈的印象性。

图 6 中东铁路沿线历史建筑的几种典型表情与场景:中央大街、横道河子镇、雪中站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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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上，中东铁路历史

建筑表现得最为鲜活。中东铁路沿线建筑的外

部表情大多厚重、温暖，极具亲和力，这其实来自

于它应对寒冷地区防寒要求的建造技术。建筑

外立面普遍迭砌有丰富的细部，富有节奏的凹凸

变化巧妙地以阴影的形式将阳光勾勒出来，加之

建筑外部红黄色彩的运用，营造了充盈的温暖气

氛，以一种对比和互补的方式呼应寒冷、凋敝的

冬季景观。在冬季，盖满积雪的巨大坡顶，低矮

近人的门斗，胖胖的烟囱，厚墩墩的砖墙，温暖的

火炕、木门……可以说，特殊气候与自然景观为

中东铁路一线孕育了浪漫的人文景观和典型的

建筑样式，这些建筑语言再现传统的地域建筑意

象，带有强烈的“家”的表情特征，使之成为名副

其实的原生态绿色建筑。
2. 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的阶层属性

作为远东地区重要的文化线路，中东铁路沿

线历史建筑清晰地记录着多元文明曾经的异彩

纷呈和空前繁荣。中东铁路沿线主导文化是以

俄罗斯为主的多种外来文化的集合。特别是哈

尔滨，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日本人等多族

侨民都留下了自己文化的影子，而借助建筑表现

得最为突出的是各类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理

念。数量和质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的新艺术运动

风格建筑展示了当时位居远东文化中心城市的

艺术之都的前卫和浪漫;形式各异的教堂交相辉

映，无声地宣告这座移民城市有着高度的精神文

明;包括日本风格在内的多种休闲建筑沿松花江

的斯大林公园依次散落，装点城市休闲生活的同

时展现高度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商贾云集的商业

区中国大街( 现中央大街) 洋味十足，堪称上流

社会聚集的中心;中国民工商贩杂居的道外街坊

满眼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随意拼贴组合，上演着

社会底层的市井风情……这些林林总总的建筑

遗产紧紧跟随着整个历史进程和时代风貌乃至

社会阶层渐次展开，它们是那个时代和社会关系

的代言人。从反映社会文化这一点上看，它们的

作用是健康和强有力的，因此，在反映生活方式

上堪称最准确的绿色建筑。

图 7 不同文化品位的历史建筑风格:新艺术运动、伊斯兰、犹太、俄罗斯田园、罗马城堡、中华巴洛克

一个文化集群的生态状况处于良性平衡时，

必然是作为其载体的物质环境得到了充分保护。
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能保持东方巴黎的称誉，与其

建筑环境的整体性有很大关系。原汁原味的道

外市井文化也倚仗了现存的中华巴洛克风格的

建筑装饰和东北四合院的空间构成才得以形成。

保护历史建筑要保护整个文化系统，这是深度生

态保护的必然要求。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层次丰

富、链条清晰的能量周转系统，系统内部充满了

信息、能量的互动、调解、平衡过程，这一特征对

文化生态系统也同样适用。因此，面对中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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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历史建筑整个文化系统，我们可以借用能量

作用理论尝试对模糊的文化因子碰撞、演化过程

进行理性分析，并鉴别出健康信息和垃圾信息。
这不但可以深刻揭示出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健

康状态，还直接监督审视着传统文化保护区域的

更新改造过程是否具有科学性。从文化生态系

统的传承延续上看，这有力地避免了虚假文化语

言的强力输入对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破坏，保

持了文化生态的健康和原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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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ity Expansion of Green BuildingConcept
———Discussing the Cultur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along the Middle －east Railway

LI Guo-you，LIU Da-p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6，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 feature of green building materializes in two aspects:substance and culture，but among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es，but there exist a phenomenon of concerning about the substantial technology，gnor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This essay concentrates on the latter to start discussion，selecting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long the Middle － east Railway as the
research vehicl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its function，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ociety，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n the essay demonstrates the green judgement of the hunmanity attribute of temperament，taste，ethics and so
on，complementing and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building，and this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ro-
tection of cultural line.

Key words: Green Building;Health;Historical buildings along the Middle － east Railway;the culture ecological charac-
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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