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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建筑百年》编撰出版适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百年来，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尽管云南曾发生

了许多可载入史册的历史事件，但辛亥革命的星光，护国首义的

壮举所创造的人文精神，至今仍是云南人值得骄傲和珍惜的文化

遗产，其中就包含着建筑。辛亥革命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封

建专制，让国人看到了民主共和的曙光，有了民主精神的自觉；

护国首义反映出云南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联合对敌的团结

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而抗战时期滇军将士奔赴前线浴血

奋战，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平民百姓为支援前方打

通后勤保障线，建机场、筑公路的韧性精神；知识分子坚守科研

教学岗位共筑民主堡垒，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民主精神，共同

构成了云南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虽地处边疆，却也和全国

各地一样，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更

把云南从一个边缘省份推向前沿，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

堡。

我曾多次去过云南，那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底蕴深厚。云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和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宗教类型最齐全、

民族建筑风格最独特的省份。远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见证

了“史前文化”；距今三千一百年的剑川海门口遗址，春秋战国

时期的万家坝古墓群更见证着云南地区跨入文明的“古滇文化”； 

两千多年前就有的起于川西平原，通过大理、保山、腾冲到缅甸

再到印度的商贸古道，开始了云南对外交流的文明之旅；以碑刻、

姓氏、“鬼主”文化为特色的夷汉交融的“爨文化”；几乎与中

原唐、宋两个王朝相终始的“南诏大理文化”，其文化艺术璀璨

夺目；元、明、清及近代时期的云南文化，显出 13 世纪以来云

南政治经济与历史文化的融会贯通。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处

在南亚热带、东亚亚热带季风区和西藏高原三大自然区域之间，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内地文化、藏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

这构成了云南多种文明、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形成了云南独具

个性的民族建筑文明景观。而最让我动心和关注的是云南的民族

建筑文化，尤其是民居建筑、宗教建筑和颇具特色的官署建筑、

文庙和书院建筑。

每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是见证历史的最好史料，一部《云

南建筑百年》的出版对于云南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开了个好头，图

片记录着建筑、建筑见证着历史。用历史的眼光、文化的眼光、

艺术的眼光审视建筑，回忆历史并享受艺术，这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也是一件需要付出艰辛劳动方可完成的工作。世华建协

常务理事张辉院长及创会会员张晓洪、王珂、朱青，资深会员罗

文兵等建筑师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编著《云南建筑百

年》一书，令我感到欣慰。这是一班有心人，在做一件他们认为

作为本地建筑师有责任做的事，也是一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的最好礼物，更是一份云南近代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宝贵资

料。我由衷表示祝贺，并相信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应会得到广大

读者的认可和欢迎。

                                         

                                   2011 年 10 月 10 日  

序

注：潘祖尧为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原香港市政局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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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把辛亥革命以来云南保存完好的或者我们认为应当保存完

好的建筑抬出来晒晒、晾晾，通过摄影艺术、点评见证、资料整

理等手段，展示一下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例，

从中了解前人的有益经验，评价并欣赏它们的“剩余价值”，考

查它们如何满足人们最原始需要，如何达到人们的期望以及最纯

粹的雄心壮志；它们如何在当时可行的建筑技术条件下以其自身

存在表达着人的生活方式和质量；都有些什么因素在影响和左右

着它们风格的最后定型；结构和材料的变化带来的新的建筑技术

如何被追捧并导致风格的形成；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

潮与流派等方面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将过去作为一个朋友，让他

将我们带回到问题的根源，去了解建筑的最深层意义，去寻找现

在至过去功能背景之后的其他价值！是为编写此书的初衷和愿

望。

谨将以下关于建筑的只言片语呈给大家：

关于建筑的本质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面貌，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标志，

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最直观的视觉载体。它是一门科学的

艺术，也是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既是“石头的史书”能正式地表

达历史，又是“凝固的音乐”能唤起人们的某种情感。它创造的

精神与物质双重文明源源不断地滋养、教育并护佑着众生。

关于建筑的记忆

国人都有这样一句话的记忆：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正在讲故事……

对于大众来说，这庙也许就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建筑记忆了。

山川秀丽、风光旖旎的神州大地处处散落着佛家的寺，道家的

宫，儒家的庙，每座建筑都祭祀着千古流传的历史人物。供奉的

是千百年来民间最普遍尊崇和膜拜的神像。当人们生活上遇到挫

折、变故，往往归诸于命运。为了寻找精神寄托，缓解心理压力

便求神拜佛，祈求神明保佑。庙宇为众生提供了祈福纳祥、消灾

解厄、祈求平安、教忠教孝的空间场所。这些场所记录着历史渊源、

传说和典故。将自然条件转化为文化条件，这是建筑自身所具有

的神圣契约。宗教建筑所提供的神圣空间采纳了不同文化的价值

观，这是一种与当代调和的方式。建筑一直见证着宗教的神圣。

现代人日常生活中正不断地出现新的神圣空间，行政中心、

体育中心、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大剧院等等已形成一种新的

欧洲经典建筑古希腊雅典卫城           北京天坛                    剑川石宝山      大理崇圣寺                    建水文庙
-帕蒂农神庙                                                      - 石中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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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垒。它们将见证和记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为公众提供精神交

流的场所。在这样的空间中人们能得到宣泄的机会并净化精神。

他们与他人共同分享自己的情绪（快乐、欢悦、郁闷）。这种具

有精神功能的场所在当今社会中非常重要。今天的建筑不是改变

人们生活唯一的方式，但它可改变的空间很大。人类生活的建筑

空间绝不是中立的，它可以促进或限制各种行为。虽不能支配行

为却可以提供适当的空间为各种行为创造有利条件。为祈祷、为

观演、为工作、为一切需要……

没有记忆就无法预测，无法创新，自然场地转化为文化空间，

将现状转化成新的面貌。记忆需要扎根于地方，需要乡土气息，

需要地域个性并以此抵抗全球化的消极影响。

当我们不断与过去作比较时，极品建筑将会成为每个人记

忆中的坐标。它们见证了超越自身所处时代的事件，并通过常规

的建筑语言与我们直接对话，这必然要有对先人的回忆。

北京首都博物馆

第 26 届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场馆

北京国家大剧院

阿联酋阿布扎比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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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的寿命

有关机构给出的数据说当今中国的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

且不说这有多大的可靠性，这需要人们去验证。但这个数据给社

会一个警示，“我们有 5000 年历史，却少有 50 年的建筑”。

所谓文明时代、文明社会、文明民族的称号是需要老建筑

来做证明的。在欧洲，百年以上老建筑比比皆是，许多老建筑在

显要的位置用醒目的阿拉伯数字标注着建造年代，这标示当时的

建造者对它能够经久耐用，世代相传充满自信。在中国没有活过

50 年的建筑是绝不可能挂上“保护建筑”牌子的。而极少见的

这些牌子却是要表达一个大事实：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欧洲的人文风景吸引世人的重要原因，少不了是因为百年

老屋随处可见。欧洲大部分国家建筑寿命为 80 年，其中英国

132 年、法国 102 年。新帝国美国也有 60 年。这都是针对普通

建筑而言，这些数据并不包含被列为文化遗产或文物的建筑。

在一座座新城，一批批洋气的高楼被建造起来的过去二十

年，我们亲眼目睹了大拆大建。无数承载历史文化的传统建筑、

历史建筑被视为“破烂”、“绊脚石”而遭拆毁。珍贵的家传古

董值钱，在于得到世代保护、世代相传。败家子往往是看到别人

手上拥有的古董值大价钱，方想起并后悔自己也曾拥有这样的财

富，  只因无知而需承受这物质财富和精神上的损失并抱恨一生。

老建筑是公众的古董，能保留至今应得到更好的珍惜。老

建筑就是城市的记忆，有生命的城市要“魂可守舍”，规划与设

计功能需求与建造质量、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能决定建筑寿命的

长短。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即能不能理性

地对待自己已经使用一定年限的“老屋”。创造新空间获取新财

富有时要破坏旧的空间，问题在于究竟应该破坏多少？充满活力

的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能认识到新旧交替的必要性，更能够保护好

自己的家园。对人文环境、自然景观给予最起码的尊重，对创造

和传承文化的人给予“以人为本”的待遇……

建筑的寿命比不过设计师、建造者及投资人寿命，这是一

种悲哀。大量的“非建筑”似乎应尽快消失，那些丧失个性和责

任的媚俗复制品也似乎应不予出生。社会需要的是建筑文明、需

要的是美，“只有美才能拯救世界”。

古老的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         已被拆除的昆明市政府大楼
沿用至今                         寿命不足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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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的基地及聚落

建筑是在基地上生长起来的，它能客观表述历史，能见证

人们的雄心壮志以及对文明的关切和希望。建筑的基地是“独一

无二”的，它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文脉形态紧密相连。基地与建

筑物建立连续的对话关系。平原、森林、湖泊、山地或村庄都是

新项目对话关系的要素，都是自然变化和人为活动同时发生关系

的场所。这样的场所有其自己的性质、厚度、结构和规律。这样

的场所是新的建造过程不可缺少的却又不容易为人所知的因素。

建设活动的场地发生了变化，人与自然对场地发生的作用

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改变。建筑与基地共融凝结出人类劳动，产

生了记忆，这是一种现实的文脉和一种工作的体现。这种属于当

下的环境意义将高于当下的人们及我们的先人。

在历史和自然的环境中良性生长，这样的建筑或聚落创造

一种新的平衡，解决了无限需要和自身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尽管

没有有力的支持。云南山地聚落的建筑师就非当地土著民莫属。

他们像蜜蜂筑巢一样在自己的场地上筑起了无数的“巢”，这是

天生的建筑师创造的最自然而无文化污染的建筑。这里的建筑已

不仅是一个空间，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些建筑回答了一个谜：

它们超越了自身建成的目的以一种说不清的原因吸引我们，就像

蜂巢得到的美感，在这里建筑真正的问题是生存及社会形态的问

题，而不是后人发现的当中的美学问题。这些建筑的价值随着时

间的流逝已体现出来并被称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南维西县同乐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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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的文脉

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曾被殖民过的土地被外来建筑在其身

体上烙下的很深的印记，而今却都被奉为城市特色的灵魂。所

谓“欧式风格”、“海派城市”、“xx 国风情小镇”。世界每

个城市都在追求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难免在追求时会犯抄袭、

模仿他人文化的错误，这往往来源于政治的需要。古今中外都

不乏这样的案例。在政治家主导或压迫下的建筑要么顺从传统，

维护古典，要么反叛，用新文化为自身服务。而这“新文化”

往往就是别人的文化，政治革命若要借助文化革命，这将是民

族的灾难，没有独立的民族文化，政治永远无法独立。

无论全球化怎么导致文化大同，美国的白宫和国会大厦不

会变成中国的故宫和天坛，反之亦然。植根于文脉的建筑能帮

助人们解决很多危机，无论消费社会提供了多少生活的标准和

范式，却同时忽略着具有独立性的文化、独立性的历史记忆或

者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永远受到地方资源环境或者说地域文

化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的建筑文化无需要更无可能

无必要趋同。每座建筑都应处于自己的“环境”中，拥有自己

的基地，自己的领土，建筑与领土间相互依存不仅仅是地理条件，

尤其是建筑意味着将自然条件转变为一种文化需要时，建筑的

真正客户是历史，没有对过去的研究就没有新的解决方案。

中国古典建筑已固定为一种传统风格，好像京剧难于有新

的变革。现代样板戏的创新似乎难以突破传统，杀出血路。传

统风格难于接受新的技术和产品，传统是按定式打造。当传统

使用的石头、木材、砖瓦被用于非传统的有自身风格的设计作

品时，出现的也许不会再局限于宫殿庙宇，而是一种表达传统

文化及表达形式的材料。一种元素、一种符号被用于形式之后

都能引发人的情感。要么与其所处时代相符，要么怀念和传承文

化。当新技术、新材料被广泛使用导致建筑风格摆脱了支撑结构

的限制时，建筑充满了自由，随之出现的是没有精神压迫的个性

化建筑的出现。

现代建筑的批量化生产并在全球扩散完全基于建造技术即

结构和材料的变化。正因为新的建筑技术的被热捧才直接导致了

建筑的文化价值的缺失。新的表达方式和现代建筑试图用文化语

言粘贴些回忆和怀旧的情思，强烈地反映出人类对文化的依赖

性。好的建筑总是能很好地解释地方文化，它能代表某种精神和

文化领域，能形成非凡的敏感性。用不同的手段、不同的材料提

炼出的建筑语言总能体现着建筑的精神属性。这是给人类最好的

礼物，从这些礼物中我们应能找出些哲学或理论性的思想。它们

都具有某种风格，一种属于当时的、地方的和设计师个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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