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代的到来袁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袁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契机袁加快了各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袁同时全
球性文化趋同尧城市特色消失等问题愈加突出袁这些
也直接影响到城市建筑文化袁 并促使建筑师认真思
考在信息时代对城市环境设计与人文资源开发利用
的新课题遥

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与信息化袁 以及全球一体化
进程的加速袁使得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袁同时面对现
代世界的飞速发展袁人们在迷乱的世界中无所适从遥
全球文明意味着全球技术袁 这是与现代化的永远自
由的目标所不可分割的袁但另一方面袁地方文化与传
统文化的微弱状况面临着与完全不同的技术对立袁
破裂的倾向遥 保罗窑里库认为袁面临刚从不发达中崛
起的国家袁我们有了严峻的难题遥为了便于走上通向
现代化的道路袁 难道抛弃早已是一国存在的基
石要要要民族文化钥 谬论是院它渊国家冤不得不把自己扎
根在昔日的土壤中袁锻造一种民族精神和面对殖民主
义的气度袁公开再度维护这种精神与文化遥但是袁为了
参与现代文明袁同时考虑科学的尧技术的和政治的合
理性袁经常要要求纯粹地或简单地摈弃旧有文化遥 事
实上袁 每种文化都不可能承受和接纳现代文明的冲
击遥 矛盾在于院怎样变得现代袁如何回归袁如何复兴一
种旧式的袁蜇伏的文明并参与全球文明遥 这个二难式
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建筑界袁也就是说要如何处理好文
化传统的继承和与时代相结合的创新关系上遥

一尧未来城市建筑环境设计的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的发展之路袁 可谓曲折

艰难袁步履蹒跚遥在经历了长期封闭自锁的文化断裂
之后袁中国建筑界重新放眼世界袁这已是一个五彩缤
纷的多元化的世界袁 一个令我们欢喜而又困顿的世
界遥在西方当代建筑的冲击下袁我国建筑界终于又开
始认真地思考建筑的问题了遥 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
和各种思潮在国内迅速传播袁 出现了诸多与传统思
维和传统文化反差很大的现象遥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
因是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传统
文化的不协调袁 是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不同
步遥 我们迫切需要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
式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合对接起来遥
中西建筑文化的和合袁 在经历了系列思想的冲

突和论战袁从野神似冶与野形似冶到传统与创新袁从民族
化与现代化到地方文脉与世界大同袁 从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到建筑观念的传承与更新噎噎袁 毫无疑
问袁这些论争与我国建筑界接受外来建筑文化袁特别
是西方当代建筑思想有关袁 其中已经隐伏了对旧有
价值观念的怀疑甚至挑战遥但同时袁这些论争又明显
地反映出我们思想的混乱和迷惘袁 反映出我们的理
论和创作袁 我们对建筑的基本理解以及对当代世界
建筑潮流等等认识的表面化倾向[1]遥我们至今没有形
成自己比较完整的建筑理论体系遥 如果用一句话描
述我国当代建筑创作与理论的现状袁那就是野多主义
而又无主义冶遥 而建筑的的根本目标是什么钥 我们引
进和吸收外来建筑思想尧理论的目的何在钥当代中国
建筑在疲于摹仿袁借鉴了一个个流派尧主义之后袁自
己的路应当如何走钥我们自己的主义在哪里钥这就是
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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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义袁 就是有鲜明特色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和相应的创作实践遥一个主义就是一个学派袁主义和
学派的形成袁是思想深刻和成熟的标志遥欧洲建筑无
比丰富的发展过程袁 就是各色各样主义和学派形成
与交替的过程遥主义和学派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袁
它代表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袁 西方当代文化与建
筑正是在一个个主义的推动下发展前进的遥

野当不同文化发生相互碰撞时袁耶杂交爷的结果也
许更健康和更富创造力遥在文化史上袁东西方交会已
不新鲜袁但实质上东尧西文化的真正交流并不多袁至
少在中国这方面直到最近为止都一直没受什么大的
影响或发生根本的改变遥在漫长的将来袁既然环境问
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袁 我们不应该再
作过多的犹豫了遥东西方交会是不可避免的遥中国传
统设计为了自己的国家和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也应作
些改革了袁老子说院耶知其白袁守其辱袁为天下谷遥 爷冶[2]

研究外国袁更有利于认识中国尧发展中国曰研究近现
代袁对古代的东西也可以学活了袁回过头来更有利于
用之现代曰借用多学科的不同观点袁有助于更深入地
剖析问题曰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创造袁更有利于
发掘中外古代文化的积极有用的部分遥 错综复杂的
现实问题袁不是某一种传统袁或某一种现成的近代理
论尧方法尧途径所能解决的袁我们必须在这五彩缤纷
的世界遗产中广泛地汲取营养袁 在比较文化中认识
和发展自己袁博采所长袁取其所需遥 未来城市建筑环
境设计更重要的是融会贯通袁立足于创造遥
长期以来袁 我们的理论与创作给人以这样的印

象袁仿佛我国建筑的发展就是形式与风格的发展袁而
社会对建筑的要求也仅仅是形式与风格的要求袁使
得我们的建筑活动形成了一种只注重表面形式遥 这
种风气必然地引导了一种错误的创作态度遥 由于不
是把建筑当作一个充满人类活动和各种意义的事情
研究袁 而是作为一种单纯的物质实体袁 或 野艺术作
品冶遥建筑师面对具体尧现实的设计任务袁便很难自觉
地从哲学尧 美学的高度去探讨建筑的终极目标与意
义袁甚至也很难想到应当对人的日常生活作深入尧细
致的体察和分析袁却极易沉湎于形式与色彩尧结构与
空间等一类野真实冶的存在之中袁对建筑的手段投之
以巨大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袁 而对建筑的目的却报
之以漠然遥 这种态度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建筑意义的
丧失和形式主义的泛滥遥 我们的建筑设计之所以总
令人感到缺乏内涵袁 之所以学习袁 借鉴了那么多主
义尧流派袁却仍未使我们走出这一困境袁功利主义和
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遥 在这
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袁 我们的建筑学一边积累着构
图尧造型尧功能分析尧空间构成以及材料使用的经验

和技术袁一边却把人尧人的行为方式尧价值观念尧审美
取向等这些决定着建筑存在尧 目的与意义的东西遗
忘了遥而要扭转这种局面袁就必须从根本上反思和清
理我们的建筑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袁 探寻并追问建
筑存在和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遥
当今袁世界正走向多元格局袁一个开放性城市当

然是诸多建筑文化的集合体袁 但应当至少有一种或
几种袁对形成民族地域性格起主导作用的传统袁即主
流传统遥 事实上袁 每个民族地域都有某些突出的性
格袁 这种民族地域性格对创造民族地域文化起了重
要作用遥反过来也可以说袁民族地域文化熔铸了民族
地域性格袁而这种文化也包括了建筑文化在内遥建筑
有自己的语言体系袁 每一民族地域的建筑形式都产
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及人文条件袁 而且和语言文字一
起构成了本民族地域独特的表述和交往手段遥 从地
域分布的横向层面上看袁 各地的历史建筑无不闪烁
着鲜明个性风采遥 而时至现代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袁建筑群体的文化性征却模糊了袁趋同的模式化现
象极为严重遥 由于盲目借鉴国外的建筑文化袁塑钢尧
涂料尧面砖等成为建筑的标准套装袁这些组装出来的
成品虽然功能完善袁设施先进袁时髦气派袁但地域特
色尧文化脉络却踪影全无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袁固
然有信息传播全球化冲击渗透导致的建筑文化趋同
的外因袁但最原始的窠臼恰恰是我们自己创设的遥一
方面对古代建筑文化精华缺乏系统的研究与提升袁
要么摒弃袁要么复古遥另一方面对世界建筑文化精华
采取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义袁 或简单地把中外建筑
进行杂交袁造成不伦不类遥而我们只有对传统建筑文
化不断传承发扬袁 同时又消化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
养分与先进技术袁因地制宜袁才能创造出具有个性化
风格的优秀建筑遥

二尧人文价值的开发与运用

当代建筑的发展中存在着各种矛盾的现象和思
想袁使我们无法确立共同的方向和目标遥只有对生活
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在无形中引导着我们对建筑的探
求袁 使我们在混乱和迷惘中尚有可能把握其发展的
合理走向袁因这才是建筑真正永恒与内在的目标遥今
天袁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激励下袁一些建筑师和理论工
作者重新开始了一种严肃的工作遥他们从人的需要尧
生活的需要和环境需要出发袁 通过建筑的物质创造
与表现袁 恢复并强化那些正在失去的人性和文化相
关性的观念遥由此产生的建筑才是充满人文精神的袁
属人的生命世界袁具有人情味遥同时确立建筑为人服
务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袁或者更准确地说袁为建筑
的创造与评价确立一种根本的内在的人文尺度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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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尺度的确立袁 目的在于重建和发掘建筑的人文价
值袁为人类寻求尧发现和设计出生活与生命精神的
理想之境遥 这就决定了其关注的焦点必然从对建筑
物质形态自律性的认识转向对作为主体的人及其
文化活动的把握袁 以谋求对现时代人类的生存境
遇尧行为根据尧价值观念尧生活意义尧前途命运等同
建筑活动的关系的合理性阐释遥 这样袁建筑活动就
具有了人类文化行为的意义遥 对于建筑的创造和评
价袁惟有人文尺度才是具有根本性的尺度袁因而也
是惟一真实和内在的尺度遥 如果失去人文尺度袁建
筑活动纵然再多的野创新冶也难免走向丧失自身意
义的命运和境地遥
当今建筑理论和批评应切实地关注建筑活动中

人的生命精神现象和生命价值实现的理想遥 它将成
为新的建筑价值观念尧 美学观念存在和生长的根本
基础袁因而也是理论与批评的根本基础遥 实际上袁真
正深刻的价值观尧 美学观从来就是一套建立在特定
的人文关怀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意义体系曰 无论其
能否真正成为特定时代和社会建筑活动的精神坐标
和人文导向袁归根到底袁建筑深厚的文化底蕴即在于
其所崇尚的特定的价值理想尧 生命意识及其践行方
式遥 以此而论袁寻求尧发现并设计人的生命精神的理
想之境袁 满足人在自身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自由发展
需要和利益袁就应当成为建筑的终极本质袁也是建筑
美学的终极本质遥
应当承认袁 西方后现代建筑思潮已经或多或少

地给了我们一些消极的影响遥目前出现的复古风尧滥
用历史符号尧 玩弄形式尧 追求奇形怪状等不健康倾
向袁 都无可否认地受到了西方所流行的这种思潮的
影响遥要改变这种现状袁就要在建筑的观念上来一个
彻底的更新袁 而建筑观念的更新首先又要取决于文
化观念的更新遥 因为任何的设计思想都是一定的哲
学意识尧文化观念的体现遥 文化观念的更新袁首先就
要求我们破除文化中心论袁 从单一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中解脱出来袁 我们才可能科学地重新认识我
们民族建筑中的优秀传统袁 以及西方的各种建筑流
派袁从中发掘出新价值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遥这样袁
对传统的认识才可能做到既不野敝帚自珍冶又不野贵
远贱近冶了遥
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传统袁 也不能抱残

守缺袁固守传统不放遥新的文化的创造必须是对传统
文化的野创造性的转化冶袁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一些价值和符号加以改造袁 使经过创造地转
化的符号和价值袁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袁同时在变
迁过程中袁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遥
一直以来袁 我国建筑创作领域存在着因循守旧

和不思变革的惰性心理袁究其原因袁和我国的传统文
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遥千百年来袁野中庸冶尧野统和冶尧
野对偶冶尧野不偏不倚冶 已构成华夏民族深层心理积淀
和各种艺术的最高美学准则遥 自秦汉以来袁即以野中
和冶奠定了基调院统一的木结构体系袁水平展开的空
间布局袁注重礼制的群体组合方式袁使中国传统建筑
成为大一统的完善自足的体系袁 而这一切均导源于
追求人道与天道统一的哲理遥在这种求同否异袁讲究
中和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袁 华夏艺术多体现舒缓尧静
穆尧统和尧均衡尧稳定之美袁而缺乏激烈尧振荡尧腾跃等
充满激情之美学要素袁 折射到建筑中则难于寻求差
异与对比度强烈的奇诡之作遥

这种审美观念虽然孕育了博大精深的华夏艺
术袁然而袁只求完善袁不思变革袁甘作中庸的美学思想
又使传统建筑缺乏内在更新机制袁 致使千百年来建
筑风格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遥 当代西方建筑
审美变异袁正是在时代浪潮的拍击下应运而生的袁尽
管在许多方面尚不足称道袁但是敢于离经叛道袁向经
典美学挑战袁首肯创造性与新奇性的美学价值袁建立
多元化的审美标准等袁 无疑对我们还是具有一定启
迪意义的遥中国建筑要走向世界袁就必须首先让世界
建筑走向中国遥因此袁深入研究当代西方建筑审美变
异的内在渊源以及发生尧发展规律袁将更好地促进我
们创作观念的更新遥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国情袁立足当
代袁 科学地分析当代建筑多种流派及其美学思潮的
演变发展袁最终袁还是要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建筑理论体系遥

另外袁由于时代的飞速发展袁现代建筑的功能
要求尧建筑技术等都有了极大的改变遥 如今的建筑
材料与技术袁已经远非古时的圆木与方木组成的木
构架所能比拟的遥 因此袁现代建筑对传统的继承难
免更多地着眼于外在的建筑形式方面遥更为内在的
某些因素如平面布局尧气氛营造等等袁则必须在有
条件尧有需求时才有可能加以考虑遥需要说明的是袁
从形式上继传统并不必然流于浮浅袁 只要处理得
当袁 不仅可以在建筑的形式美方面取得良好效果袁
同时也足以令文脉主义者感到满意遥 应该注意的
是袁 与现代建筑特性不相适应的传统形式与做法袁
万万不可勉强施于现代建筑之上遥 遗憾的是袁不能
顺应建筑已经发生的变化袁主观武断尧生搬硬套地
野继承冶传统形式之实例时有所见遥赛维说过院野经历
了过分的技术与理性客观主义之后袁建筑师又重新
转向传统袁研究环境制约因素袁然而却浅薄地模拟
古代典范曰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当前的混乱局面袁
将新自由派尧所谓的野自然冶建筑尧表面上与环境协
调的尝试袁 甚至拙劣的现代化复古都搀和在一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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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过渡时期的一代人不加思索就全盘接受大
师们的反历史意识形态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袁占有之
后又突然漫不经心地将它抛弃遥 冶[3]

因此袁 还须认识技术性文化不能替代人类文化
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遥 我们学习外国先进的自然科学
技术时袁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袁不能光依赖外
国现成的科技袁而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创造遥
现代的技术性文化应和中国传统建筑技术文化相结
合袁和各民族尧各地区的人文相结合袁使现代建筑形
象植根于我国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土壤中袁 特别
是和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尧 人与
社会和谐共荣的文化理念相结合袁 发展多元文化和
民族尧地域文化袁做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尧技术和
艺术相结合袁 才能创造出新的与各民族袁 各地区自
然尧社会条件相适应袁保持生态环境和谐平衡的人居
环境遥

三尧结论

中国传统建筑环境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
化袁既然同为文化袁必然有其共性袁一种优秀的人类
文化应该是没有国界的遥地域尧民族性文化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文化袁 国际性文化也可以被
吸收和合为新的地域与民族文化遥 两者可以对立互
补袁在相反相成中演绎成均衡尧多元的文化格局遥 在
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中袁 外来建筑文化只有与本民族
和地区的生活习惯相符袁 与本土自然条件相适应才
能被接受袁本国尧本民族和地区的建筑文化只有进行
广泛的对外交流尧和合袁才能保持其繁荣和发展的活
力袁加强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不是取代袁历史的事实表
明袁不可能有一种建筑文化能取代另一种建筑文化袁
特别是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尧民族众多尧源远流长尧丰
富多彩的传统建筑文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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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rba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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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eternal and intrinsic goal for architecture is the pursuit of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which virtually guides our quest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ensures us a reasonable grasp of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trend even if we are in the confusion. Based on the
needs of people, life and environment, today爷s architects and theoreticians restore and strengthen those disappearing concept of
humanity and cultural relevance through the creation and manifestation of architecture. The resulting architecture is filled with the
spirit of humanism and belongs to human world with human touch; meanwhile they establish serving people as architectural values
and value standards, aiming to reconstruct and explore human values in architecture and to seek, discover and design ideal place of
life and spirit for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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