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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

论中国建筑文化的研究与创造

吴良镛

l新时期的建筑文化危机

1．1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中地域文化的失落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建筑设计、城市设计

的“市场”欣欣向荣，非常热闹。大小竞赛不断，并且似乎

非国际招标不足以显示其“规格”。影响所及，国际上一些

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的主要城市“抢潍”，进行一场“混

战”(说它是混战，因为出题往往未经过深入的可行性研

究，发标、评委组织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国建筑师新生

力量在茁长，设计机构在重组，经不住大型竞赛的诱惑，

因此只能被动地参战。这不免令人联想到192旺1930年
代中国建筑事务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争一席之地的情

况。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发展，过去与今天已不

能相提并论，但目前中国建筑师正面临新一轮的力量不

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竞争则是无疑的。

繁荣的建筑市场中的设计竞赛，广义地看，是科学技

术与经济实力的竞争，也是地域文化的竞争。一般说来，

科学技术与经济竞争的目标和要求较为明显，“指标”具

体，而建筑文化的竞争、设计艺术匠心的酝酿则较难捉

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场的竞争战略观念已

经从产品竞争转变到核心竞争力，要求掌握“核心专长”。

即要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资源。有人说21世纪竞争将

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对建筑来说，颇为确切。中国建

筑师理应熟悉本土文化，才能够赢得这方面的竞争，但事

实上未必如此。兹举首都博物馆的例子说明。应该说首都

博物馆设计不是一般的建筑设计，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

建在中国文化中心、首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

建筑构思理应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内涵和地方文化特色。

事实却很令人失望。从参赛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标的方案

中，我们并不能得到这种印象。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

国家大剧院设计竞赛中，由于操办者的偏颇以及中国某

些同行们的哄抬，那位建筑师扬言“对待传统的最好办法



就是把它逼到危险的境地”，今天试看到处“欧陆风”建筑的兴起，到处不顾条件地争请

“洋”建筑师来本地创名牌堪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种种现象都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建筑
文化缺乏应有的自信。

1．2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

浙江绍兴原是一个规模并不大、河网纵横、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它与

苏州分庭抗礼，分别是越文化与吴文化的代表，对绍兴不难进行整体保护，甚至有条件申

请人类文化遗产，可决策者却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大改，建大

高楼、欠广场、大草地，并安放两组不伦不类的庞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旧地重游，黯然

神伤。这种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大明湖，现在因

为湖边高楼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残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烟波浩渺的诗情画意。目前，中

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这类“建设性破坏”已经时有发生，北京

从1980年代后期兴起酊危房改造，确实改造了一些危旧房，但拆个不停，现已从旧城边

缘拆到历史保护地段的城市中心精华地区，眼看雕梁画栋、绿阴满院的住宅，一夜之间夷

为平地，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上述两点危机绝非孤立现象，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其共同点则可以归结为对传统建

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与糟蹋。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实质上是全球化与

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j

1．3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

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传媒的进步，全球经济一

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其经济方面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展以新的

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

献(I】。连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也说：“在未来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

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

文化的⋯⋯”[2】。但是，事实上，全球化的发展与所在地的文化和经济日益脱节，面临席卷

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

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

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3】，但是由于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落后，建筑科学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虽

然在192旺30年代涌现出近代建筑的先驱者，努力不懈地介绍西方建筑，整理中国遗
产，创建名作，功不可没，但1950年代后，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对世界建筑思想

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为过时的学术思想等所支配。如对国际式建筑、现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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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拳拳服膺。现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

熟的中国建筑师难免眼花缭乱；与此同时，由于对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

甚至存在不正确的偏见，因此尽管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面对全球强势文化，我

们一时仍然显得“头重脚轻”，无所适从。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

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成功的建筑师从来就不是拘泥于国际式

的现代建筑的樊笼，美国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上海金茂大厦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们自

己的建筑师队伍对中国文化认识还不够，钻研不深。

2“城市黄金时代"与城市振兴的机遇

2．1一本书的启示

城市文明与文化一直为学者们所倡导。在1940年代，美国评论家、在历史人文社会

诸多领域著作等身的学者芒福德(L．Mumford)鉴于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的兴起与当时的社

会现象，曾撰写了《城市Yc4匕)(The Culture∥CJ磊bs)Ⅲ一书，后意犹未尽，又进一步发展

为《历史中的城市)(历2／es历]‰ta2y)[5】，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在上个世纪末，英
国城市学家霍尔(P．Hall)在写了《明日之城市》(舭afzbmo／-]／Tf咿-)t61．．e．X,,O，又撰写《城市文
明》(舭／；7历'v171"zatlba)‘7】一书，进一步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
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指出城市在市政创新中具有四个方面的独特表现：①城

市发展与文化艺术的创造，②技术的进步，③文化与技术的结合，④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

寻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现象。这特别的窗I：／同

时照亮了世界内外，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6世纪的伦敦，18一19

世纪的维也纳，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见。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

特定的时期内，突然地显现其创造力?为什么这种精神之花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暂即逝，一

般在十几年、二十年左右，就像它匆匆而来一样又悄然逝去?为什么少数城市能有不止一

个黄金时代?为什么又难以捕捉并创造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们无法对这本巨著所涉及

的城市作摘要叙述，对书中的观点也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声明，这本书并不试图说明一

切。该书对5000年的中华文化等尚未涉及，这就从另一角度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文化

史、城市史。中国黄金的城市时代是什么?对唐长安、洛阳、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

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况，学者们大体有所了解，我们可以从中再发现什么?(说到这里，

我很懊悔自己当年林微因先生在病榻上与我聊汴梁的时候，我未能一一记录下来。)我们

不一定像霍尔那样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些城市确有极盛一时的辉煌，它的发展规律

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阐明。



2．2中国的城市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城市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处在大规模的建设高潮之中，可以说

已经进入城市的黄金时代；并且，依笔者所见，与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可以有若

干城市同时塑造它们的黄金时代。在此情形下，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在国家或主管部门总

的建设纲领的指导下，审时度势，及时地根据当地条件，针对自己的特有问题，利用技术

进步，创造性地加以解决。每个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总结其历史

经验，捕捉当前发展的有利条件，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调动多方面的条件

包括文化优势，等等，城市发展必将大有可为。最近苏州召开“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研

讨会就颇有创意，首次公开向社会公开招标，征集研究课题，把研讨会当作过程来办，促

成了营造社会氛围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动；我大致浏览该论坛的文集[8】，觉得它给我们

的启发还不仅在对吴文化本身的历史发展(从吴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还

在于通过对吴文化价值的新认识，将吴文化研究的主题从历史推向了现代。鸦片战争后，

上海开辟租界，“海派文化”的兴起，至少使我国江南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过来

又影响江南文化的发展，至今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

海召开“中华学人与二十一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美国百人会常务理事、百人会文

化协会主席杨雪兰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发展的原动力”，“上海具有丰富和多彩的文化

历史。并且已经开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础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

计划去推动和促进其充满活力和独创的文化，从而来显示上海在中国和世界的独特位

置。”[93

在《城市文明》一书中，霍尔批判了斯宾格勒(spender)所说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

括对芒福德的批判)。在斯宾格勒预言的80年后，芒福德预言的60年后，霍尔以本人的著

述为证持有异议。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创造力与持续的再创造，而整个

过程似无尽头。无论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无衰微的迹象。中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生

命能自我更新，更确切的要问，点燃城市之火的创造的火花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思考

霍氏所提的问题，但更要反躬自问，难道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真的成为“弱势文化”?处在

“危险的边缘”?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对中国如此蓬勃的建设形势．

除了吸取西方所长外．就如此碌碌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不反求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学习吸取先进的科

学技术。创造全球优秀文化的同时。对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尊的

态度，文化自强的精神。州州

3开拓性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建筑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研究并向全国学人及全社会广

为介绍，这是时代的任务。中国史家对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遗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

首著《中国建筑史》；1960年代，经刘敦桢、梁思成、刘秀峰[111等人的倡导，曾组织当时全国

的建筑研究力量，编纂《中国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动乱刚结束即着手编纂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华夏意匠》也问世；嗣后，《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建筑·园林·城

市规划”分卷中，中国建筑部分以其严谨的内容。光彩照人；近年来，一系列大型中国建筑

图书编辑出版，亦为盛事。如果说196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编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

史家结合的盛举，文革后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几年来除了

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继问世外，一系列中国建筑新图书的出版，如《中国民族建筑》、

《中国建筑艺术史》，以及《古建园林技术》杂志等，青年史家脱颖而出。应该说中国古建筑

研究经过三代之努力已经蔚为大观，功绩卓著，形势喜人。

但是，从现实要求看，已有的工作还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一般讨论建筑文化，每每

就建筑论建筑，从形式、技法等论建筑，或仅整理、记录历史，应该说这方面的努力有成

功、成熟与开拓之作，这是一个方面。今天，建筑与城市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我们宜乎以更

为宽阔的视野，看待建筑与城市文化问题。过去，我不惭浅陋，对建筑与城市文化方面曾

作了一些评论，如对城市文化[121、地域文化[13】、地区建筑学D4]的提倡，在建筑创作中提高

文化内涵等理论的阐述，此处不再重复了。现针对经济与城市化大发展，以及欣欣向荣的

建筑市场，对建筑与城市文化发展作一些新的探索。

(1)着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国城市生长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说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

哺育之中。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掘成果证明，历史久远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多种聚落的镶

嵌。如就全中华而言，亦可称亚文化的镶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

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发掘连绵不断。地域文化

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造、演变的结果。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

响，共同组合出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空间的万花筒式图景。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开创性的工作，相

应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则相对不足，甚至有经缺纬(地域文化不是没有人做，但分散而

不平衡)。多年来，本人提倡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

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次去西藏就深感对地域文化的再发现，很惭愧年迈八十方

初窥宝库，相见恨晚。西藏幅员之广阔，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纯朴，实给我以极大的教育，



亦坚定我对地域文化研究之责任与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们发掘、学习、光大。当然这里指的地

域建筑文化内涵较为广泛，从建筑到城市，从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从文态到生态的

综合内容。例如，中国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蕴藏。中国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审美

精神，并与传统的诗画中的意境美相结合，别有天地。在我们对西方园林、地景领域中有

所浏览之后，再把中国园林山水下一番功夫，当更能领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谓全球文

化为“杂合”化(Hybridization)u】。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杂合”性质，不能简单理解为纯

之又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文化也要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本土文化的积淀，它又

在新形式的创造与构成中发挥一定的影响。这些都属于较为专门的问题，此处不多申述。

(2)从史实研究上升到理论研究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向来重史实，这是前贤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但理论建树

必须要跟上。(16】对建筑文化遗产研究要发掘其“义理”，即对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

本原则，如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环境伦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节约资源的观念。从

经典建筑群中，我们可以总结建筑规划茁长的艺术规律，例如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中，顺

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来又经过不同时代断断续续的添建，从中可以领悟建筑群递增的

规律(growth development)与自组织现象。

在理论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国近代本身

就是中与西、新与旧、成功与失败、革新与保守交融的时期，从历史经典的作品，建筑师本

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为例(建筑部分)，这

里充满传统与革新、碰撞与融合、理论的困惑与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的实

践，其探索对今天仍不无启发。因此，可以说抛却近代历史，理论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论研究来说。我们有必要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我已多次介绍过王国维先

生的名言：“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究今

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o”[17]当前中国建筑

师在国际竞赛中处于弱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学”与“中学”根基都不够宽厚。

相比之下，“中学”的根基尤为薄弱。就素质来讲，我们的学生是非常优秀的，我倒不愁他

们对当前国际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当然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向，辨别精华糟粕，但同

时更希望善为引导他们在“中学”上要打好基础。在科学上要有整体性理解，在艺术修养

上要达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对吾土吾民有发白内心的挚爱。最近我成行西藏，动力

就来自对祖国“宝藏”补课的愿望，它激发我对祖国文化宝藏进一步学习和发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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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也联想到中国建筑文化的“文艺复兴”。我无意低估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可能贡献

(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经出现过“万国博览会”)，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们的学

人，打好根基才能与时并进。当然，加强“西学”与“中学”根基，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像

梁思成先生、童寓先生那样融会贯通。但我们在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论上，也应该向这个方

向努力，把历史和现实中纷繁的、似乎“孤立”的现象连缀为线索，渐成系统，并作东西比

较研究，这是提高文化修养，激发对新事物的敏感，促进创作意匠的关键之点。

(3)追溯原型，探讨范式。

为了较为自觉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讨范式。建筑历史文化

研究一般常总结过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发展源流，例如中国各地民居的基本类

型、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发展源流、聚居形式的发展以及城市演变，等等。找出原型及发

展变化就易于理出其发展规律。但作为建筑与规划研究不仅要追溯过去，还要面向未来，

特别要从纷繁的当代社会现象中尝试予以理论诠释，并预测未来。因为我们研究世界的

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对建筑文化探讨的基本任务亦在于此。历

史和现实留存了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当前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并未弄清楚，

作为研究工作者，总要有一种看法与见解。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不断修正、充实、完

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继续深入研究，就不仅是一种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对某种范式

(paradigm)的建构，可以促使我们较为自觉地把理论与实践推向更高的境界。这是我们观

察事物的着眼点、立足点，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开阔视野，激发思考，我们的历史研究就必

然逐渐从专史到史论，从单纯的历史、文化研究到关注现实，关注未来，并以多学科的视

野寻找焦点、生长点，探索“可能的未来”。其实，有创见、有贡献的中西方学者多是这样一

步步走过来的，现实也要求、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时代在前进，我们要随时代改进我们

的学习。

(4)以审美意识来发掘遗产，总结美的规律，运用于实践。

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艺术

的创造。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浅等一经比较就立即显

现。如果我们在研究中能结合建筑与城市设计创作实践，以审美的意识来发掘其有用的

题材，借题发挥，当能另辟蹊径，用以丰富其文化内涵。

例如，我们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设计创作中，对这样建立在特殊地点(孔子家乡)

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发挥儒学文化为内容)的建筑，它必须是一座现代建筑屹

立在这文化之乡，同时自当具备特有的文化内涵。果然在对孔子同时代——战国时代的

建筑文化，及对中国书院建筑的发展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



局、室内外造型上，包括装饰纹样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选择其内在的“含义”

(meaning)，又予以现代形象表达，创造一种“欢乐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个设计

能独树一帜，被誉为该市的现代标志性建筑。【ls】

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除列入保护名册的历史名城与历史地段外，可以

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真几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创造。有了丰富的历

史、地理、文化知识，就好像顿生慧眼，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但有了李、杜题韵，

东坡记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无穷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师、规划师

以生花之笔勾画出情理兼融的大块文章。

(5)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如梁思成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即重视文物保护工作

(修缮、复原设计以至历史名城保护，抢救因城市发展行将被拆除的文物等)，据理力争，

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况发生

很大变化，建设规模变大，内容变多，时间紧急，保护规划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资

者各种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这项工作的复杂性与日俱增，破坏文物的行

为此起彼伏，几乎日有所闻，文物保护工作异常艰苦，收效不一。当前的客观情况要求必

须积极推进并开拓文物保护工作，包括扩大保护工作的内容(从古建筑园林到城市，从人

工建筑到自然景观)，研究符合实际的可供操作的保护措施(例如适当地再利用等)；争取

更多的专业工作者合作；吸收社会各阶层热心人士参与，唤起全社会的认识与关注，乃至

争取决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当前混乱局面。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出于专业职责和对历史

与后人负责的考虑，文物学术界有识之士在发掘史实，参考国际成功经验与理论，密切与

规划工作者结合，投身实际，提出切实措施等方面，更是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4喜赞“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与发行
从文化角度研究建筑，或从建筑论文化问题，应视为近十年来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

一大进展，其中有两件事值得提出(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自1989年在湖南大学“千

年学府”的岳麓书院召开的“建筑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前后开了6次会议，从不同侧面

推动了研究的进展；二是1996年建筑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高介华先生的努力

下，组织“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编纂，计划出书30余种，蔚成系列，短短几年，已见

成果，将在今年10月庐山召开的会议上先推出第一辑。我尚未读过书稿，但“文库”总目

所列，正是涉及中国建筑文化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是值得加以研读的，也正是我个人

渴望猎取的知识。它的出版必将对中国建筑研究以大的推动，欣喜之余，聊书感怀，权代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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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技术与

人文两方面的结合；写这篇文章时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思考，文化方

面的探讨只是尝试之一，思考还远不成熟，但结稿时间在即，匆匆提出，希望能引起大家

的讨论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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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中华，方圆九州，五千年古国，星移物换。西起世

界的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东至太平洋的东海岸，在这片广

大的地域中，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江河湖泊，所有这些

大自然的赐予，滋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由汉、回、壮、藏、

蒙等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丰富了

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她有着五千多年的

深厚积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积累、融合和创新，虽经无

数次纷争离合，但始终凝聚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永远向上的精神——民族魂。．中华民族的古代

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

一。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她蕴藏着强大的凝聚力，颂

扬着自己的文明，荣耀着自己的文化，不断抗击着外来者

的入侵。古代四大文明中，有的消失了，有的残缺了，有的

转化了，惟有中华民族的文明能不断继承、发扬和创新，

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她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闪

亮。虽然经过了屈辱的年代，终能坚强地站起来，为世人

刮目。近百年来，她屡遭列强的侵略、蹂躏，英雄的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经过了短短的五十

年，焕发出青春。人民需要历史的记载，人民需要历史的

回忆、历史的总结，更需要历史的开创，让存在和延续了

五千年的文化具有新的魅力和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伟

大民族存在的基础，是启迪我们未来的信念和信仰的基

石。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忘却和割断自己的历史，因为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广博，不论是在音乐歌舞、诗文书

画中，还是在典章文物、礼俗制度中都蕴涵铭记着中华民

族深沉的情感，反映出他们的审美情趣，哲学思考。而在

所有的艺术形式中，建筑艺术的表现最具有综合性，表现

方式独树一帜，表现效果遒劲有力。建筑是艺术和生活的

空间栽体。是技术和艺术的结晶，是文明形成、发展的物

化体现。



原始人群聚集生活开始后，尝试用树枝、泥土、石头等原始材料来构筑生存空间，建

筑活动开始了。在进一步的演化发展中产生了城市，城市是人类高效的聚集形态。中国城

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形制，作为社会体制的空间体现，具有显明的东方特征，是世

界城市史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城市是农业社会的城市，是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中

国古代建筑受宗教、礼仪的影响，受儒家思想的制约，有严格的等级性。王城之内，宫城居

中，前朝后市，早在周代，已有都城“营国制度”。中央政权统治和管辖着地方行政，控制着

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以行政体系为主的城镇体系。在汉民族文

化的强大影响下，少数民族城镇仍然保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必然依托

区域政治、经济特点和文化特点，且受到民俗文化的影响。丰富的城市形态遍布于全中

国，并不断地延续其生命力。虽然它们有的被战争破坏，被自然灾害所湮灭，但对于它们的

发掘和研究仍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生命力延续的象征。中国的

城市选址注重依托水系，水系依托大江大湖，江湖依托自然生灵，自然生灵的生存离不开

古代的自然生态。虽然经过了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但中国城市始终存在一种相

对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城市历史形态和形象特点，始终得以保持，那些壮

丽的城墙、城门、城楼、护城河等构成了城市的坚不可摧的军事防御性建筑形象。

山地的城市与建筑，为适应自然地貌的特性，沿着蜿蜒的山麓，利用易于建筑的地

段，与山形和自然环境浑然一体。都城的选址，意在“象天法地”。北京城选址在华北平原，

历经千年修葺，特别是明代的大规模建设，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的瑰宝，保留了最为完整的

城垣。西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历经朝代的更替，依然保留了城墙和城市结构的特点。南

京是一座宏伟的城市，明代建设的城墙，宽达9m，高13m左右，至今没有哪个城市能比过

它的。它顺应自然形态，蜿蜒于钟山之下，北起长江，南至秦淮河，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是

适应自然与军事防御相结合的城池典范。东海之滨，历史上有许多海防城市，如惠安崇武

古城至今保存完好，在抗击外敌入侵中起过很大作用。中国最宏伟的城墙是长城，从战国

时始筑，至明清一直修筑不止，成为人造卫星上可见的中华长龙。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从风光绮丽的北国到绿林茂盛的南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隔

绝，影响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区的城镇和建筑形成了自己的特

点。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不断地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和建筑

发展历史的丰富资源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技术、文明和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

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布达拉宫，没有长城，没有故宫、天坛，没有承德避暑山庄，没

有各地民居和少数民族的建筑等等，又怎么能够让人们完整地理解中国丰富的古代文

化。中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它们为栽体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生



活的文化。文明是文化的凝结。中国各地的民居绮丽多彩，由于各地的气候、地理、人文、

生活习俗之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并仍统一在相对固定的院落模式中。从冰封千里的

东北看厚大石墙的四合院，从云、贵、黔山地看山寨的吊脚楼，从闽江、珠江流域看飘逸通

透的闽粤民宅，真是缤纷多彩。又如皖南民居依山面水，一簇簇、一群群，展现着独特的地

域文化风情。除黄河、长江外，我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不同的地域建筑文

化。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人们利用黄土夯筑墙垣、城墙，城楼建筑十分壮丽。窑洞民居，

浑然天成，形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中国的山林一般都与人文文化相融合，如泰山、华山、衡山、峨眉山、武当山、武夷山、

雁荡山等等，几乎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深含文化根基。中国的山水是文化的山水，是与人

民息息相关，有血有肉的山水。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曾经达到了世界建筑文化的顶峰。建筑以“间”为

单元，形成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并以砖、石、土材相配合，形成一种特有的组合体，

它们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城市营造中的朴素自然观，曾创造了宜人的人居环境，城市、建筑、园林是

一个有机整体。城市的选址依托大自然，城市周围或有绿色的山林，或有优美的水面；城

市中的水网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水系，沿主要水系形成绿色地带。都城中按方位的不同建

有皇家坛、庙，皆有大片绿地林木环抱。城中官衙、民居的合院以至私家园林也均有绿化，

更不用说皇家园林了。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园林一体化，组成了适合人们游憩栖居的

良好人居环境。

中国古代建筑虽以“间”为单位组成四合院，但相互组织的单位是“群”，“群”是中国

建筑的基础。“间”和“群”是体现和谐之美的所在。这些“间”、“群”又与自然山形、水面结

合，丰富了山水城市的内涵。在城市中，“间”和“群”又形成分层次的街巷空间结构，城市

群落有机的组织是中国城市美的主要特点。这些山水城市注重宅第的选址、排水，及有利

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街坊、里弄成为组织、管理生活的基本要素。以“闯”为基本单位，

形成单体，再由单体围合组织成建筑群体。群体的组织，反映了社会层次的高低，也反映

出贫富的等级性。故此，我们便能看到故宫壮丽、天坛均衡、孔庙庄严、民居活泼的各类建

筑群体。木构架的使用和形制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重要特点。举架、开间作为

形制的基本标准，既可适应社会组织结构中不同等级层次的要求，也能适应不同建筑功

能的需要。四舍院空间的穿透组织，不论是连续的建筑群，还是独立的一颗印民居合院组

合，都具有内向封闭的空间特点。由于防御和气候的需要，也多采用内向的院落式布局，

强调围合。院落式的围合布局形成了建筑和宅居的群体。由于南北气候的不同，乡村和城



市对地形环境适应的不同，贫富差别反映在群体规模上的不同，防御性强弱的不同等因

素，会影响到群体组合形态的特征。

重人伦，强调空间秩序。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群体往往以轴线的方式组织空间，空间

结构往往与社会中的等级结构相对应，分别轻、重、主、次，使空间组织秩序井然。中国古

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结构，在建筑、聚落和城市中也有空间表现，大量的坛庙、

祠堂、厅堂，是祖先祭祀的空间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进入封建社会中期后，木结构建筑，特别是官式大木

结构，具有大体一致的形制和模式。这一木结构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综合解决了不同

使用功能要求和艺术要求的各种建筑需要，充分体现出它的“通用”特征。而民间匠人和

建筑的使用者，有些为文人墨客，参与了建筑的设计与营造，他们充分利用木材的特性，

配合砖石，有的地方用夯土墙围护木结构，就地取材，丰富了建筑的空间和形式表现力。

中国建筑以自己独特的优美线形成为世界建筑史中独树一帜的美丽建筑形体，那飘浮流

畅的屋顶，黄色、绿色、蓝色的琉璃，出挑深远的檐口，层层叠叠的斗拱，都显示出中国古

代劳动人民对木构技术的充分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形式也是多样的，虽然木构建

筑是一条发展的主线，有完善的形制，但用于墓葬、军事防御、天象观测及桥梁等用途的

建筑，却以砖石为基本材料，砖、石拱结构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各种类型的塔，在高层结

构技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木构建筑的坡屋顶，在形式上很有表现力。木构架有一定

的可变性、弹性，对抗震有好处。然而，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也有不

足之处：1．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上无重大的、跃进式的突破。2．木构建筑围护体系的保温、

隔热、防视线干扰的物理性能较差。3．垂直交通系统不够发达，建筑多为单层，超过二层的

建筑比较少，且多为塔、阁等特殊类型的建筑。所以，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群体大都朝水平

的横向发展。

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地区差异较大。中国古代建筑的地方性特征明显。地方的风土民

俗、建筑材料、装饰细部等等，反映在建筑上，形成了浓郁的地方建筑风格。建材的地方

化，木材、砖石、竹子、陶瓷、琉璃制品，即使是同一种材料，如土坯墙，各地的具体做法亦

有所末同，形式上亦各有特色。不同的地方材料也丰富了建筑的外观造型。各地区都有结

合自然环境的建筑群体，结合地形，利用山水，适应地方气候和地理环境，使群体形态多

种多样，丰富多彩。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地区性特征明显，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

家之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建筑文化的交流。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曾广泛影响过周边国家和

地区，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产生过合璧的新的建筑类型、新

的建筑空间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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