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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民族文化，加强建筑学学生传统文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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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建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埘作丁丹析，』r提出立足民族文亿 l：强学生对估挠文化的学习是培养m国建筑 

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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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national culture，strengthen architectru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on traditional cul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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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建筑教育存在着传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 

中围传统建筑史知识比较薄弱的问题。建筑学专业 

学生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认识的浅薄，导致他们在 

设汁中存在不少误区。例如仅从传统建筑形式着 

手，拼凑一些传统建筑符号，并没有从传统建筑文化 

的精神内涵上下功夫；在建筑设计中存在重构图效 

果，对结构、功能、技术、建筑与环境、建筑与地域、建 

筑与文化等方面欠综合考虑，盲 目模仿欧美风格，导 

致他们设计的建筑作品没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在实际建筑创作中建筑师的文化功底和修养不 

够的话，很难设计出体现民族风格的精品建筑。只 

有立足民族文化，挖掘其精华，将民旗特色与现代设 

计理念紧紧结合起来，才能设计出具有中国风格的 

时代精品建筑。如中央军委的／＼- 大楼从 130多个 

参赛方案中脱颖而出，它将军队特色、民族风格和时 

代精神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有个性的时代新 

建筑，它主要借鉴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对称的设 

计方法，在整体轮廓上给人以端庄、厚重、有气势的 

感觉，体现着十分独特建筑风格。由此可见，中国建 

筑师离不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没有传统文化的根 

塑 皇 垦 垡兰-戈 。建筑教育要 

立足}毛旅文化，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加强他们对中 

华文明的深入认识 ，加强学生在中同优秀传统建嫠 

文化方面的功底和修养．夯实专业基础．从而使他们 

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精品。 

2l世纪我国教育部制定的新型人才培养原删 

是“厚基础、宽专业、高素质” 对建筑学专业来讲． 

所谓”厚基础”除了同以往一样加强基础知|只和基率 

功训练外，还应大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目前，建 

筑学专业开设的人文类课程涉及建筑史学、美学、心 

理学、艺术鉴赏、经济学等，随着教学内涵和外延的 

扩大，许多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 、行为利 

学、信息科学等都不断与建筑学相互渗透 、相互交 

叉，不断丰富着人文类学科的内容和现代建筑学的 

基础理论。 

在现代科学不断渗透发展的今天，新兴学科以 

及交叉学科对建筑学的影响毋庸质疑，笔者认为在 

建筑学的教育中还应加大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之间 

关系的知识传授．加强学生列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 

下的中华优秀文化的感性认识，深入理解其中蕴涵 

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实质．以此为基点激发学生重视 

人文知识的获取．增强文化底蕴。 一叶、人如果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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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活居地的文化背景都不了解，就无法设计出符 

合当地气候 、区域特征 、文化背景、民俗风格的建筑。 

中国建筑离不开它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传 

统文化 ，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必须尊重这个事实。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并研究其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关系是 

每一位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学专业学生优化自身知识 

结构，加强文化底蕴，提高文化素养 ，从事建筑设计 

活动的必备基础。另外，作为中国人，我们还兼有继 

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创新文化的重任。著名学者吴 

良镛在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 60周年的文章中语 

重心长地指出“在西方建筑文化由于有了经济威力 

似乎显得光耀夺目的今天，如果不有意识地去研究、 

发展我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我们的传统文化很有 

萎缩甚至断层的可能。”“中国学人必须有清醒的认 

识，还必须看到创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不能没有对传 

统文化的继续发现、继承和创新。”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从El本近代的建筑理论和实践发展我们可 

以得到借鉴，没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就不可能在世界 

上立足。20世纪 60年代以前日本的建筑理论和实 

践采用国际式，在建筑风格上一味倒向西方，没有挖 

掘民族已有的文化根源，建筑作品没有独到之处。 

60年代末以丹下健三为代表立足民族文化，吸收西 

方建筑理论的精华，创立了日本自己的建筑文化。 

从有关中国建筑史等方面的教材可以看出中国 

建筑就是一部凝固的史书，它的发生发展受到当时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审美意识、科学技术等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古代文明一直站在世界文化的前列，那悠久的史 

学传统，瑰丽的文学艺术，精深的哲学智慧，超脱的 

审美意识一直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更 

不例外。 

为了加深建筑学学生的文化底蕴，使他们具有 

深厚的文化功底，可 配合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美 

学等课程扩充一部分新内容，主要讲授中国传统文 

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深入挖掘中国建筑的文化内 

涵，使学生能比较深刻地认识我们传统建筑中蕴涵 

的真和美，为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建筑文化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中国建筑文化源远流长，我们应该从中国建筑 

文化的特点出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建筑有关的 

史学、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东西挖掘出来，传授 

给学生。一是注重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建筑资料的 

学习。通过对史学文献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各个时期 

建筑风格特征及形成背景，为进一步吸收古建精华 ， 

创新设计观念和为古建复原工作提供必要条件。比 

如春秋列国的“高台建筑”是列国诸侯“竞相高以奢 

丽”“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的背景下盛起的 

现已复原的汉平帝元始四年的明堂．就是白当时的 

古文经学大师刘韵等人引经据典，综合历史文献和 

记述，按照正统儒家礼制要求设计的。二是学习 

国哲学诸子百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札 己≥、 周 

易》等相关文献。建筑学是一门思辩学科，中国建筑 

深受各时期各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儒家、道家、法家、 

墨家、阴阳学家等不同的哲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反 

映在建筑设计中，也影响着建筑的风格、形式和发 

展。三要增强学生学习中国文学艺术的兴趣。中置 

的建筑、园林艺术离不开文学艺术的影响，明清时期 

出现的一些造园名家几乎都有很高的文学邕术修 

养。中国的诗歌、散文中有大量描写建筑的篇章，一 

些著名诗人、散文家也将 自己的思想赋予建筑以新 

的内涵，比如描写黄鹤楼的诗篇就有近百篇．我们从 

中可以考察到一些已经不存在的古建风貌，并能陶 

冶我们的情操。四是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硼强列 

中国建筑的审美认识。中国建筑的意境表现是多姿 

多彩，有的端庄大方，有的气势磅礴，有的j F阔宏天、 

有的纤丽娟秀，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之处 

另外，我们在建筑教育中还应加人古汉语的学 

习。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古汉语是必备的_1_具，没有 

古汉语知识，要学习中国建筑文化，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是纸上谈兵。目前建筑史的研究生考试中古汉浯 

是必考科目，我们在大学教育中也要提倡学生自修 

或选修这门课程。我们还要引导学生选读中匿建筑 

方面的著作，比如《营造法式》、《园冶》、《扬州画坊 

录》等，通过对古文献的阅读，加深学生的文化功底、 

更进～步地认识中国建筑文化的背景。 

总之．加强建筑学学生的传统文化学习、增强他们 

的人文素质，使他们成长为中国新一代的建筑夫师．是 

我们建筑教育面临的任务，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i] 接妫梯 

1997 

[2] 丰先逵 

[3] 张启 

】999 

参 考 文 献] 

中国建筑蔓学[M]啥 尔滨：黑龙i=科学拄术虫版社 

建筑五亿与创作LJ]建筑学报．1999 

谴诖^一上楼方案设计的 作谁鲁(J 建筑学报 

[4] 傅雯娟 在 2O0o年华人建筑教育学术 哥鲁闭幕式上的讲 

[j]建筑学报、200】． 

：5： 郭晓君 新世纪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万向【J] 高等建筑_茕育 

2㈣ ．(3)+ 责任编辑：周虹冰] 

· I5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