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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建筑：中华根基的建筑观与方法论 
— — 赵冰营造思想评述 

刘 林 
(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以“根基在哪”为核心，探索赵冰教授确立的，企在能激发个人信仰时代的他个人 自我的信仰—— 

“活的信仰”这一文化信念的发展脉络 ，并论述由此信仰生发出的 ，以中华为根基 ，以激活各主体的创造 

力为 目标的营造体系建筑思想“活的建筑”的建构历程。这一营造体 系建筑思想具体框架为：一次营造 

活动，涉及 内在与外在(人与物 )两方面因素 ，包含三个层 次即境界 、礼仪 、技 艺的 内容 ，展开为设计、建 

造 、呵护 、保 护 四阶段 。这 一框 架 的确 立 ，对 于文 化 的整合 、实践 的指 导 、现 实面貌 的改进 、营造思 想的传 

承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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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ve Architecture：the Idea and Methodology on Architecture Based on Groundw— 

ork of China Comment on Professor Zhao Bing S Construction Thinking 

LIU Lin 

(School of Urban Design，Wuhan University，Wuhan 400072，P．R．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re of”where the groundwork i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hural belief— an alive belief of Profes- 

sor Zhao Bing aiming at inspiring self belief in the times of pemonal belief is explored a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live Architecture”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n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activat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individual is 

discussed．The concrete flame of the architecture thinking in this construction process is：A construction activity involves 

two aspects—both intrinsic and external(human and substance)，consisting of three levels，i．e．，the bounds，the eti— 

quette and the technique；launching into four stages as the design。construction，care and the protection．The establish— 

ment of this frame is significant as to various aspect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conformity，the practice instruction，the im- 

provement of realit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construction thinking，etc． 

Keywords：alive architecture；alive belief；groundwork of China；Yingzao(construction)；Zhao Bing 

l 观念世界生发居住世界 

行为来自观念，观念的差异导致行为的差异。 

“某种文化把一些事物归为一类，表明人们认为这些 

事物有某种相同的属性，因而了解人们对事物的归类， 

对于我们了解该事物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具有深刻的 

启示作用。归类不同，显示出不同文化对特定事物的 

理解不同，也表明了一般情况下人们与该事物相互作 

J丰j的方式不同，对于人类的创造物来说，不同的相互作 

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该事物的形式特征和演 

变线路。”f 西方把建筑归为艺术的一个门类，一种遮 

蔽物，是与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并齐的五大艺术之 
一

，它们是人类存在的表征。基于作为强调个体存在 

的对象物，西方建筑表现出一种个体的多元性与差异 

性。而至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思想观念的转变， 

特别是从抽象世界转到具体的现象世界的时候，西方 

建筑观念得以走出纯粹对象——在者——的思路，认 

识到了建筑作为一种过程蕴含了更多的生活的意义。 

舒尔兹在他的《西方建筑的意义》一书中开篇即写道： 

“建筑是一种具体的现象⋯⋯远古至今，建筑帮助人 

们，使人们的存在富有了意义。通过建筑，人们拥有了 

空间和时间的立足点⋯⋯今天人们感觉到一种急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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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要把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现象” ，以此突出他 

个人研究视角的关键所在。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的中国，传统上把宫室作为一 

种制度，是与国家、车旗、衣服、礼仪等制度相提并论的 

国家制度，关于国家级建筑型制的讨论都记载在“礼 

志”中，是国家典章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 J。这种观 

念认为人与居所息息相关，是人伦的枢纽，修身养性之 

所 J，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信念的 

历炼之处。它强调的是个人之于类的意义，因而重点 

在于群体的协调，在建筑上便是营造行为及结果的法 

则。然而，这一传统思路，在近代以来被无情的历史斩 

断了。在经历100多年欧风美雨的输入、模仿、学习、 

融会后的今天，一种文化多元交汇的局面正在出现和 

壮大，使得中华文化自我根基的回归获得了可能。在 

文化多元交汇的建筑思想的探索中，其中之一，便是在 

寻求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整合未来居住世界的生发的 

探索，这个探索便是赵冰教授开创的“活的建筑”的营 

造体系。营造的观念秉承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认为 

建筑不仅是一种对象，更是一种活动，它包含了“营 

造”的对象以及营造的活动本身，居住的营造行为便 

是人们生命境界提升的一种手段。以营造是一种传承 

文化信念的活动这一角度，赵冰教授又是如何确立一 

种文化冲突背景下的中华文化，将扮演何种角色的文 

化信念，并通过构造怎样的营造思想体系达到这一目 

的的呢? 

2 个人时代的活的信仰是“活的建筑”观的信 

念基础 

2．1 信念的根基 

考察赵冰教授的心路历程，对他自身而言，核心是 

对“根基在哪”的追问。他的人生信念，“是藉着对根 

基的追问，建构由根基生发、壮大出来的思想体系，而 

思想体系的最高追求是信仰的确立”(赵冰：“信仰的 

根基”讲谈录2005—12—28)。这个信仰他呼唤的是 
一 个个人信仰的时代。所谓个人的信仰时代就是： 

“我们创造的思想体系，每一个生命都能激活，每一个 

生命都能成为他自己信仰的主体，只要是他自身生命 

意志的体现，都可以作为信仰来存在”(赵冰：“活的信 

仰”讲谈录1996—12—11)。他认为，处于当代中国的 

具体情境下，在经历了现代的所有的判断后发现，个人 

信仰之间并没有所谓外在世界的同一目标，对于生命 

自身来说，外在世界的同一目标是不具备讨论的意义 

的，无法把它作为生命的意志的基础，因而对这个目标 

也就不再作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只有如此，才使得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在信仰这个意义上能够达成。经历 

了共相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以及殊相的个人身心关 

系的反省之后，他换了一种方式：从生命的意志的角度 

作信仰的确立。因此，核心是我们呼唤一种个人信仰 

时代的到来。这一思路，确立了他个人所致力于的最 

根本的思想追求：在个人信仰时代的自我信仰——能 

够激活别个信仰的“我”的信仰——活的信仰。 

2．2 活的信仰 

活的信仰根本上是个人自我的信仰，它要求反求 

诸己，达到个人自我的确立，心灵的解放。至于不忘反 

求于类，是因为人作为类，有她的历史长河，她对我们 

有启发价值，对类的关怀也是对自我的生命演绎的关 

怀，活的信仰的表述就是类的关怀的体现。 

通过“活的信仰”这一命题，使得在全球时代建立 

个人信仰成为可能，在于“活”的概念涵盖了西方存在 

论“在”的概念——“在”(Bing)的概念是我们发展的 

后科学知识体系的最高概念，它是一切问题的归宿，同 

时也是逻辑的起点”_5 J——以及东方实践论“历”(Ex— 

pefienee)的概念(作为体验的起点)和境界论“如” 

(As)的概念。“活”的概念本身考虑了殊相的可能性： 

首先，作为主体，它立足的是有生命的世界、生活 

(Life)，是生生不息之性。它是人世的，犹如“子不语 

怪力乱神”；其次，作为展开的方式，它是生存、劳作、 

经历、激活(Live，Work)，在行为上达成个体的活与类 

的活的相互激活；再次，作为状态，它是不固定的 

(Changeable)、可变通的(Versatile)，是自我完备的，在 

体验上能达到身之活与心之活的贯通，在话语上能达 

到共相与殊相整合；最后，作为目标，它是有生气的、活 

泼的、非死的、非僵硬的、非单向的(Vivid，Live，A— 

live)，在活中达到“瞬间永恒”的境界。 

“活的信仰是心灵升华的结晶，它的表述即可以 

是一种不同逻辑片断(消解)之间的转换(接合)，它自 

身(无向外扩张性)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前 

者作为活的信仰和其他个人信仰之间的激活方式，使 

活的信仰具有一种协调诸多个人信仰的功能，后者使 

活的信仰本身成为诸多不可共约的个人信仰的一种可 

表述(逻辑存在的理由只是而只能是可表述性)的信 

仰，只是诸相中一种逻辑的建议。”“活的信仰对于类 

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激活每个个体的个人信仰”，“激 

活的作用来自于自身的逻辑完备性，并且能够和他者 

逻辑的相应”(赵冰．“活的信仰”讲谈录 1996—12— 

11)。这传承了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全息世界观，以 

及文学艺术创作中旨在达到激发审美主体的心意情 

趣，进入无我之境的理念的精髓。活的命题要求空中 

妙化的境界，在失语与失忆中身体力行，体悟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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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念的建筑思想生发——活的建筑 

而正是这样一个激活个人信仰时代的信仰，在建 

筑思想方面，赵冰教授追求能够激活每一个创作者自 

身的生命活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的思想体系。“这 

个体系并不是要求别人接受某一固定的思想，而是说 

通过这样一个思想体系让所有的，甚至是相反的思想 

体系都被激活，然后共同去创造”(赵冰：“活的信仰” 

讲谈录1996—12—11)。这种确立的落实，实际上是 

以我们生命所处的中华文化的根基，来应对未来个人 

信仰时代的提出。目前，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西方引领 

下的混乱的世界，这个世界无法实现我们所说的个人 

的信仰，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个人信仰的时代，来去除 

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混乱以及在道德等方面的不 

足。从这个意义上，如何站在中华根基的意义上去营 

造，也是顺理成章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 

意义上提出的“营造”思想，实际上是志在创造一种新 

的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任何我们创造的周边世 

界中，我们不是以西方那种物我相分——物化、以对象 

为主体——的方式，而是以“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营造 

活动”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对于建筑、聚落、景域的营 

造。因此，营造是更根本的，建筑、聚落、景域只不过是 

我们营造的成果而已，它们体现了我们主体的意志，也 

体现了建筑、聚落、景域自身的规律。不论如何，营造 

活动是调动、处理这些事件的更根本的东西，这是一种 

站在主体自身，连接客体的方式，这时候说的主体也包 

括自我和其他主体之间的间隙。主体之间如何共同的 

合作?这涉及到从自我的活动到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社 

会制度、习俗，一直到最后主体如何诗意地建造等诸多 

方面”(赵冰：“信仰的根基”讲谈录2005—12—28)。 

与在操作层面采取抛弃共同体的行动，转而通过 

某种激活的方式这一思路相应，赵冰提出了营造的主 

题。基于活的信仰的操作方式，正如前文所言，“追求 

能够激活每一个创作者自身的生命活力，激发他们的 

创造力的思想体系”，出于对如何表述活的建筑的生 

成方式的思考，赵冰教授提出了“营造”的命题。 

4 营造体系——活的建筑方法论 

基于营造活动对于沟通主、客，内、外，虚、实的思 

考与把握，赵冰教授建构出营造活动体系的整体框架， 

以便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和方法，展开具体的研究、创 

作、传承的操作：首先，营造的整个过程包含四阶段，即 

设计、建造、呵护、保护(“呵护”这一概念是冯纪忠老 

先生首次提出的)。设计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构思问 

题，主要涉及境界定位，天、地、人的关系，是时空观念 

定向的过程，包含意境、情境、环境的构思，这个过程我 

们指称为“乾”；建造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做法问题， 

以构造出容纳事件的场所，重在环境层次的处理，它是 
一 个呈现时空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指称为“坎”；呵 

护主要着重解决营造的使用问题，重在情境的认同，赋 

予的功能在这里进行，体现为独特的时空定式，它是二 

次设计，它展现了时空与人的关系，它是空间人化的过 

程，我们把这个过程指称为“离”；保护主要着重解决 

营造的境界定式问题，重在意境的体验，即充满意的时 

空定式的体验。它是我们认同的，与自身相关并具有 

共同意义的时空，保护的过程具有二次建构性，我们把 

这个过程指称为“坤”。这四个阶段的展开不是一个 

单向的过程，往往是展现一种相互交织的过程。同时， 

更多的现实是，每一次的营造活动往往在某个阶段就 

受到了终止，营造的使命也就因而结束。然而正是这 

样一种现实，使得营造的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要 

求我们把关注点投向体验营造活动的过程本身，而不 

仅仅是营造的结果。其次，营造的内容具有三个层次， 

即境界、礼仪、技艺。境界即时空，包含内在体验的意 

境与外在感受的氛围；礼仪即人情、国法，包含约定俗 

成的风俗习惯和法定执行的典章制度；技艺即作法，包 

含人铸炼的技艺与发明的工艺。通过这三方面，精神 

世界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具体操作的展开也具有了主 

体关注“对象”的可能和依据。再次，营造都涉及到了 

两方面的因素，即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人与物。 

如何要这样考虑，是为了既能涵盖西方世界对现实世 

界侧重物的共相层面的理解，也能包容东方世界对现 

实世界侧重人的殊相层面的理解，这是营造思想体系 

的精髓所在。最后，即是营造本身，正是通过营造活 

动，生命境界的历炼得以了完成。 
一 个营造活动，主(人)、客(物)两个方面，境界 

(意境 &氛围)、礼仪(风俗习惯 ＆典章制度)、技艺 

(技艺与 &工艺)三个层次，以及设计、建造、呵护、保 

护四个阶段，这四者构成了营造体系的4 1结构(赵 

冰：“营造体系”讲谈录2004—12—18)(图1)。 

营造 

／^＼ 
主观 客观 

境界 札仪 技艺 

专 
设计 建造 呵护 保护 

图1 营造体系的4 1结构 

这些思考，沟通了各主要文明成果，也沟通了每一 

个浸淫于文明中的个体，内在精神世界和外在生活世 

界的沟通也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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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的建筑”的意义 

活的建筑观与方法论的提出与确立，有一个研究 

探索、立足生发的历程。总体而言，这一思路的发展历 

时的展现了两个不同的角度，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作为转折点，前期是宏大叙事的类的关注，后期则是 

身体力行的个人体验的关注。个人绝望体验与类的希 

望寄托的互动，激发出了他的自我信仰——活的信仰。 

活的信仰命题的提出是对精神的诞生的体悟的结果， 

营造命题的提出则是对居住世界的运作的结果，它既 

包含了个体自身的身心相互激活的体验，也包含了对 

不同文化下的类构成的“新天下”的和谐共存的向往， 

因而，也就具有了历史关照的内涵，具有了更深的现实 

意义与未来指向性。如何认识这一探索的意义，本人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5．1 文化的整合 

正如前文所言，活的概念涵盖了西方存在论“在” 

的概念以及东方实践论“历”的概念和境界论“如”的 

概念，因而具有了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可能。同时，激发 

个人的思想的主旨和逻辑的展开，具有了共相与殊相 

共存的可能。 

营造命题的提出，则是沟通个人身心，着眼文化互 

动，文明融合的一种努力，也是以东方复兴为目标，应 

对中西方营造理念的互动，应对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关 

系及其营造的结果，而营造的法式，则成为了有可能得 

以沟通各种具体营造的关键。着眼于新的时代特征与 

新的创作环境，使我们的研究转向了新的领域的探究。 

5．2 实践的指导 

营造体系的提出和具体建构，为指导我们的实践 

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对象和方法。 

人们“为什么要进行营造活动”以及“如何进行创 

作活动的”?我们常常由于外在的各种原因，有意无 

意的把这一最朴素的营造发端的问题给遗忘掉了，陷 

入一种缺乏根基的外在世界的干预和构造之中，流于 

表面形式的舞弄。营造的本源及意义，因而被我们忽 

视了，这种忽视使得我们创作的意念变得微弱与飘忽， 

形成的氛围难以具有能强烈打动人的“无名特质”，而 

营造活动的主旨之一——文化信念的传承——也日渐 

衰竭。因此，只有在抛开这种生硬的移植之后，重新认 

识营造活动的指引所在，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 

我们已经迈进了信息时代的门槛。信息时代的到 

来，为 营造师提供 了一个全新 的世界的营造 的机 

会——虚拟空间的营造。营造体系的建立也是回应信 

息时代的营造挑战的需要，其核心就在于“媒材”这一 

概念的提出 ]。对虚拟空间的营造及虚实空间的互 

动的关照和研究，更进一步加强了营造作为沟通对象 

与自身、虚与实的活动这一命题的确立。 

5．3 现实面貌的改进 

当前，我国的建筑、规划实践的种种不尽人意之 

处，除了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落后的建造技术 

水平的约束之外，更让人觉得关注的还在于建筑、规划 

设计理念和方法的局限。在学习西方设计理念和方法 

的时候，由于传统根基的缺乏，营造的各个环节相互脱 

节，不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形成千篇一律的城市 

风貌。特别是在处理建筑和城市的历史文脉的时候， 

更显得举步为艰，最后只能快刀斩乱麻，一平了之。以 

活的建筑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我们的创作才有了更丰 

富的意义的可能，因而，在面对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 

史城市的创作的时候，营造思想的精华将得到顺理成 

章的体现。也许，只有走上了这条路，我们的居住世界 

才得以呈现出蕴含丰厚历史内涵的独特面貌，也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在营造方面重新找回直面世界民族之 

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5．4 营造思想的传承 ． 

通过这一实在的表述和框架建立，使得创作主体 

之间的体验和创作方法得以相互交流、相互激发、相互 

传承，并具有了稳定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方式，这可能是 

每一个思想者、思想传播者和教育工作者不得不关心 

的自身使命之一。 

6 结语：多元相映、并行不悖 

赵冰教授“活的信仰”的确立以及“活的建筑—— 

营造体系”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经历了萌 

芽、建构、应对以及蜕变、因应、建构的过程。在走向全 

球文化的多元并存的道路上，我们找到了中华文化重 

生的立足点以及应扮演的角色，盼望“活的信仰”这一 

生生不息的姿态，早Et在世界重新凸显起来。愿真正 

意义上的多元相映、并行不悖的文化多元世界的早Et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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