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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承载历史 ，表现文化 ，有着很强的人文性。人类能否获得“诗意栖居”的建筑空间，取决于建筑行为的主体建 

筑人才是否具有诗意情怀和人文精神。大学语文所蕴涵的丰厚人文精神能启发思维 ，丰富想象 ，培养传统美德，提高审美能力 ，对 

培育建筑人才的人文精神具有独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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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不 仅 是 历 史 的 载 体 ，也 是 时代 的真 实 写 照 ； 

不 仅 表 现 在 物 质 功 能层 面 ，更 表 现 在 文 化 内 涵层 面 。 

赖 特 曾说 过 ，每 一 位 伟 大 的建 筑 师 都 是 ，而 且 必 须 是 

一 位 伟 大 的 诗 人 ，他 必 须 成 为 他 那 个 时 代 最 伟 大 的 

有 创 见 的解 释 者 。尽 管 实 际生 活 中在 某 些方 面 建 筑 

师 不 能 有 完 全 的 话 语 权 ，但 造 就 一 批 具 有 诗 意 情 怀 

和 人 文精 神 的 设 计 师 和 工 程 师 起 码 能 减 少 一 些 遗 

憾 ，为 人 们 创 造 出 “诗 意 栖 居 ”的 生 活 场 所 的 可 能 性 

则 会 更 大 。 因 此 ，对 将 来 从 事 建 筑 的 大 学 生 进 行 人 

文精神培 育显得十分迫切 和必要 。 

一

、人文精神之于建筑的重要性 

1990年 6月 ，国际 建 筑 师 协 会 第 十 七 次 大 会 发 

表 的《蒙 特 利 尔 宣 言 》指 出 ：“建 筑 是 人 文 的 表 现 ，它 

反 映 了 一 个 社 会 的形 象 ”。 我 国 著 名 美 学 家 宗 白 华 

认 为 ：“建 筑 之特 点 ，一 方 不 离 实 用 ，一 方 为 生命 之 表 

现”。⋯世 界 建 筑 史 表 明 ，人 类 的 建 筑 活 动 不 仅 是 一 

项 物 质 生 产 活 动 ，而 且 还 是 人 类 文 化 活 动 的重 要 内 

容 。一 座 城 市 的魅 力 ，多 数 是 由 建 筑 艺 术 的魅 力 营 

造 出来 的 。 因此 ，要 充 分 理 解 建 筑 ，就 必 须 还 建筑 活 

动 以强 烈 的 主体 意 识 和 人 文精 神 。 

建筑语 言 常常是 民族 的语 言 ，是凝 固的 民族 精 

神 ，具 有 强 大 的 感 召 力 。 有 人 说 ，巴 黎 人 民 在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巴 黎 的 建 筑 语 言 教 养 、熏 陶 和 塑 造 出 来 的 ；维 

也 纳 的 建 筑 群 及 人 文 环 境 ，培 育 了 一 批 又 一 批 的 音 

乐 大 师 ；德 国 的具 有 艺 术 特 色 的 建 筑 群 和 浓 郁 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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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 的 城 市 景 观 ，产 生 了 一 批 又 一 批 的哲 学 家 、科 学 

家 、音 乐 家 。 城 市 建 筑 具 有 强 大 的人 文 精 神 功 能 ，具 

有独 特 个 性 和人 文 魅 力 的城 市 建 筑 能 提 升 城 市 的 文 

明素质 ，使 这座城市更有 信心 、活力 和发展 的动 力 。 

二、人文精神缺失的反思 

著 名 的建 筑 学 家 梁 思 成 说 过 ：“建 筑 是 一 个 民族  

的文 化 记 录 ”，日本 建 筑 师 丹 下 建 --- t~,曾 说 过 ：“环 境 

塑造 人 格 ”。 这 都 说 明 建 筑 师 不 仅 仅 是 在 设 计 一 座 

建 筑 ，而重 要 的 是 在 塑造 物 质 空 间 的 同 时 ，更 是 在 塑 

造 一个精神 的文化 空间。而时下 的建筑却 有许多不 

尽 如 人 意 之 处 ：盲 目 国 际 化 ，漠 视 中 国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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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 去 文 化 特 色 的 “平 庸 城 市 ”到 处 可 见 。 

现代建筑 与近代建 筑 、古典 建 筑相 比似 乎商 业价 值 

更 大于人 文价值 。这种 现 象值得 我们 反 思 ，这不 仅 

是职业道 德 问题 ，更 是 一个 民族 的历史 责任 问题 。 

这 就 从 一 个 更 高 的角 度 提 出 了对 建 筑 人 才 进 行 人 文 

精 神 培育 的 重 要 性 问题 。 

当下 的时代 ，是一个 急于求成 的商业 时代 ，心气 

浮躁 ，追 求功利 ，避 虚就 实式 的求 知 ，必然 使人 难臻 

高境 。功利教育 赢得 了短 暂 的利益 ，却 无法 获 得永 

恒 的荣耀 。功利教育致使许多学 生对人类 的文 化遗 

产 知 之 甚 少 ，对 中华 民族 悠 久 历 史 、灿 烂 文 化 缺 乏 应 

有 的 了解 ，缺 乏 大 学 生 所 应 具 备 的 文 化 素 养 和 情 操 

品格 ，这 势 必 造 成 大 学 生 群 体 文 化 素 质 的 弱 化 和 人 

文 精 神 的衰 落 。 因 此 ，对 包 括 建 筑 专 业 在 内 的 全 体 

大 学 生 加 强 人 文 素 质 教 育 已刻 不 容 缓 。 

人文精 神在本 质上是关于人 的存在 和意 义 的形 

而 上 的思 考 ，人 文 精 神 是 人 文 文 化 的 核 心 ，在 不 同 民 

族文化系统 中表 现为不 同特质 的 民族 精 神文 化 ，而 

在 城 市 文 化 中又 表 现 为 不 同 风 貌 、不 同 特 质 的 城 市 

精 神 文 化 。建 筑 院 校 的 大 学 生 如 果 没 有 这 样 的 “精 

神 文 化 ”积 淀 ，他 们 呈 献 给世 人 的 将 是 缺 乏 诗 意 情 怀 

的“房屋 ”，而 不 是 富 有 文 化 艺 术 气 息 的精 神 家 园 。 

三、加强对建筑人才的人文精神培育 

大 学 教 育 的根 本 目的 是 塑造 人 ，大 学 教 育 不 仅 

要培 养 学 生做 事 的 能 力 ，更 重 要 的 是 教 育 学 生 学 会 

做人 ，使 其 成 为 既有 人 性 又 有 灵 性 的 人 ，缺 少 人 文 教 

育 ，单纯的科学教育并 不 能保 证人 一定会 将 科学 技 

术 造 福 于 人 类 】。 因此 ，包 括 建 筑 院 校 在 内 的 工 科 

院校 ，应 切实加强人 文素质教育 ，注重培养大学 生的 

人 文 精 神 ，提 高 大 学 生 的 人 文 素 养 。 国家 教 育 部 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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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大学语 文教学大纲》中指 出：“充分发挥语 文学 

科 的人 文性和基础 性 特点 ，适应 当代 人 文科 学与 自 

然科学 日益交叉渗 透 的发展 趋势 ，为我 国 的社 会 主 

义现代 化 建设 培 养具 有 全 面素 质 的 高质 量 人 才 ”。 

2001年 在 浙 江 工 业 大 学 召 开 的 第 八 届 浙 江 省 大 学 

语文年会 ，就 提 出 了 21世纪 的大学语 文 教 学 ，应 注 

重 对 学 生 人 文 精 神 的 培 养 。 可 见 ，大 学 语 文 在 传 播 

人 文 知 识 、培 育 人 文 精 神 方 面 具 有 其 他 课 程 不 可 比 

拟 的 优 越 性 ，尤 其 是 在 对 建 筑 专 业 人 才 的 人 文 精 神 

培育 方面具有更大 的优势 ，体现为如下几 点 ： 

1．中 国古 典 文 学 中 ，蕴 涵 着 丰 富 的 建 筑 内容 

大 学 语 文 包 含 大 量 的古 典 文 学 作 品 。华 中理 工 

大学建筑 系教授 张 良皋在 1993年南 昌举 办的“建筑 

与 文 学 研 讨 会 ”上 曾说 过 ，写 一 部 中 国 建 筑 史 ，离 开 

了 中 国古 典 文 学 ，几 乎 无 从 着 笔 。 要 了 解 先 秦 中原 

建筑 ，不 能 不 读 《诗 经 》；汉代 的 主 导 艺 术 是 赋 ，而 建 

筑 成 了 主 导 艺 术 之 母 ，如 张 衡 的 《二 京 赋 》和 班 固 的 

《两 都 赋 》均 是 描 写 都 市 繁 华 的 文 章 。 中 国古 典 文 学 

中包 含 着 大 量 的建 筑 信 息 ，所 以 ，尽 管 中 国 古典 建 筑 

由于多 为木制 结构 而存 留不 多 ，但 从 文 学描 写 中人 

们 仍 可 了解 、欣 赏 到 当 时 的建 筑 风 貌 】。 因 而 ，大 学 

语 文 在 针 对 建 筑 专 业 学 生 开 课 时 ，可 以 不 拘 泥 于 教 

材 ，授课 教师应有 意识 地选 取一些 含 有 建筑 信息 的 

文 学 作 品 ，穿 过 历 史 的 隧 道 ，藉 着 优 美 的 文 字 ，去 领 

略 杜 牧 笔 下 令 人 惊 叹 的 阿房 宫 的雄 浑 气 势 和 宏 大规  

模 ；在 自居 易的《池上 篇》及《庐 山草 堂记 》中去 把玩 

其造 园思想 ；在《红楼 梦》中去 品味曹 雪芹 创 作大 观 

园 的 匠 心 独 运 。在 文 学 作 品 中去 感 受 建 筑 文 化 的 源 

远流-N：，增强 民族 的 自豪感 ，增强 主体的学 习动 力 。 

2．大 学语 文 能 启 发 思 维 ，丰 富 想 象 ，促 进 专 业 

学 习 

在 文 学 艺 术 的 殿 堂 里 ，具有 实证 性 的 “真 ”，可 能 

叫人 疑 虑 摇 头 ，漠 然 置 之 ；而 虚 无 缥 缈 的 “假 ”，却 可 

能 叫人 痛哭 欢 歌 ，情 不 自禁 。 这 就 是 艺 术 想 象 的 魔 

力 。 李 白正 因着 天 马 行 空 的想 象 力 ，才 会 有 — 流 直 

下三 千尺 ，疑是银 河落九天 ”的千古绝 唱。文学作 品 

中 的这 种想 象 力 ，有 利 于 启 发 接 受 者 思 维 ，激 发 他 们 

的创 造 精 神 。 古 今 中外 ，大 凡 著 名 的 N-学 家 都 有 深 

厚 的语 文 功 底 。 华 罗 庚 的数 学 著 作 极 富 文 彩 ，诗 作 

也感人 肺腑 ；诺 贝 尔 写 过诗 歌 、戏剧 等 多种 文 学 作 

品 。 而 建 筑 师 也 正 籍 着 飘 忽 无 涯 的 想 象 ，才 创 造 出 

像 古 巴比伦“空 中花 园”那样奇丽 的建 筑作 品。大量 

的科 技 史 N-证 明 ，在 知 识 创 新 、科 技 创 新 中 ，形 象 思 

维 、直 觉 思 维 起 着 关 键 性 作 用 ，而 形 象 思 维 、直 觉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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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主 要 依 赖 于 一 个 人 的 人 文 素 养 。 因 此 ，培 育 建 筑 

专 业 学 生 的人 文 素 养 ，不 仅 可 以 锻 炼 他 们 的 形 象 思 

维 能 力 ，对 遣 词 造 句 能 力 乃 至 思 维 都 是 一 种 极 好 的 

训 练 ，也 可 将 诗 歌 的语 句 、词 汇 用 到 建 筑 设 计 上 。 门 

窗 有 规 则 的 重 复 排 列 ，构 件 有 规 则 的组 合 ，这 本 身 就 

包 含 着 诗 歌 的押 韵 成 分 “】。 正 如 剧 作 家 任 彦 芳 所 说 

“建筑是立体 的诗篇 ，文学是平 面上的建筑 。建筑艺 

术 的布 局 和创 造 过 程 ，它 的 形 式 美 的 统 一 、均 衡 、韵 

律 、性 格 、色彩 等 法 则 都 和 文 学 创 作 的 构 思 、结 构 相 

通 。” 

3．通 过 大 学语 文 的 学 习 ，可 以 提 高 学 生 的 审 美 

欣 赏 能 力 。 

审 美 能 力 是 当代 大 学 生 应 当具 备 的基 本 素 质 和 

基 本 素 养 ，建 筑 专 业 的 学 生 更 是 如 此 。 大 学 语 文 精 

选古今 中外 的优 秀文 学作 品 ，而这 些不 同体 裁 的艺 

术珍 品都极 富审美特 性 ，有 着美 的形 象、美 的意境 、 

美 的语 言 、美 的感 情 。 教 师 只 要 能 从 艺 术 审 美 的 角 

度去分析这些作 品 ，并 当作艺术 品来 鉴赏 ，就能激发 

起学 生 心 灵 中美 好 情 感 的 浪 花 ，使 学 生 受 到 艺 术 的 

感染熏 陶 ，从而建 立起健 康 良好 的审美 情趣 。审 美 

眼 光 和 品位 的 养 成 ，有 利 于 他 们 开 阔专 业 视 野 。 文 

学 艺术 的 感 染 熏 陶 ，使 人 的 形 象 思 维 和 抽 象 思 维 方 

式 相 互 渗 透 、相 得 益 彰 ，审 美 能 力 的 提 高 ，可 以 引 导 

他 们 自觉 地 将 这 种 能 力 运 用 到 N-学 研 究 之 中 。一 个 

优 秀 的 建 筑 师 只有 提 高 审 美 眼 光 ，净 化 、纯 洁 心 灵 ， 

才 能 创 造 出精 品 ，成 为 建 筑 大 师 。 

4．大 学语 文 能 更 好 地 培 养 学 生 的 健 全 人 格 。 

专 业 教 育 注 重 教 育 的 直 接 社 会 功 用 ，但 忽 视 了 

教 育 更 为 深 刻 的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和 谐 发 展 的 责 任 。 

蔡 元 培 在 《教 育 独立 议 》中指 出 ：“教 育是 帮 助 被 教 育 

的人 ，给 他 能 发 展 自己 的 能 力 ，完 成 他 的 人 格 ，于 人 

类 文 化 上 尽 一 份 子 的责 任 ；不 是 把 被 教 育 的人 ，造 成 

一 种 特 别 的器 具 ，给 抱 有 他 种 目 的 的 人 去 应 用 的 。” 

诺 贝 尔 物 理 奖 得 主 费 因 曼 曾经 说 ，科 学 这 把 钥 匙 既 

可 开 启 天 堂 之 门 ，也 可 开 启 地 狱 大 门 ，究 竟 打 开 哪 扇 

门 ，则 有 赖 于 人 文 指 导 。 大 学 语 文 中 的 文 学 作 品 兼 

容 文 史 哲 的 内 涵 ，不 乏 经 典 大 师 之 作 。 经 典 是 思 想 

的 化 石 ，是 伟 大 的 头 脑 沉 思 默 想 的产 物 。 它 产 生 于 

一 个 特 定 的时 代 ，又 超 越 了 那 特 定 的 时 代 。 当 大 学 

生 在 学 习 这 些 经 典 时 ，与 思 想 、文 化 、艺 术 、哲 学 大 师 

作 心 灵 沟通 与 思 想 ：x,-J-话 ，所 获 得 的精 神 上 的 满 足 是 

全 面深 厚 的 ，而 不 是 片 面 肤 浅 的 。他 们 可 以 从 中学 

会 如 何 品 鉴 、欣 赏 、享 受 高 雅 的 精 神 产 品 ，学 会 读 书 

的方法 ，求取 新知 ，丰富 自己 ，拓展兴趣 爱好 ，进而陶 

冶人格与人性 ，使之深化 而完美 ，难怪杨叔子要 求他 

的博 士 生 背 诵 《论 语 》和 《老 子》。林 语 堂 说 ：“诗 歌教 

会 了中国人一 种生 活 观念 ，通 过谚 语 和诗 卷 深切地 

渗 入 生 活 ，给予 他 们 一 种 悲 天 悯 人 的意 识 ，使 他 们 对 

大 自然 寄予 无 限 的 深 情 ，并 用 一 种 艺 术 的 眼 光 来 看 

待 人 生 。诗 歌 通 过 对 大 自然 的 感 情 ，医 治 了人 们 心 

灵 的创 痛 ，诗 歌 通 过 享 受 简 朴 生 活 的教 育 ，为 中 国文 

明保 持 了圣 洁 的 理 想 。”[5 可 见 ，诗 歌 (文 学 )维 持 了 

人 的精 神 平 衡 ，具 有 对 人 心 灵 的穿 透 力 ，进 而 提 升 人 

格 境 界 。而 大 学 语 文 所 包 含 的 内容 正 具 有 这 样 的功 

能 。教 育 的 最 高 境 界 当是 对 灵 魂 的 感 召 ，当 建 筑 专 

业 的 大 学 生 接 受 了 这 些 人 文 精 神 的 熏 陶 时 ，他 们 会 

懂 得 “己所 不 欲 ，勿 施 于 人 ”、“君 子 爱 财 ，取 之 有 道 ” 

等 最 起码 的 道 德 标 准 ，懂 得 “天 人 合 一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观 ，领 会 “为 什 么 我 眼 里 满 含 热 泪 ，因 为 我 爱 这 片 

土地 爱得 深 沉 ”的 动 人 情 感 。 这 些 感 悟 对 今 天 市 场 

经 济 下 追 逐 功 利 的 低 俗人 格 ，可 以起 到 一种 抗 衡 、提 

升 和 超 越 的 作 用 。对 净 化 建 筑 市 场 ，创 造生 态 城 市 ， 

延 续 历史 文 脉 等 建 筑 行 为 都 将 起 到 良好 的 促 进 作 

用 。 

人 居 环 境 的 灵 魂 即 在 于 它 能 调 动 人 们 的 心 灵 ， 

这 是 人 们 追 求 “诗 意 栖 居 ”的 真 正 含 义 。 而 对 建 筑 专 

业 人 才 进 行 人 文 精 神 培 育 ，是 保 证 建 筑 行 业 向健 康 、 

良性 方 向发 展 ，为人 们 创 造 “诗 意 栖 居 ”环 境 的前 提 。 

尽 管 文 学 对 人 的 作 用 就 象 天 空 中 的 氧 气 ，自然 界 的 

春 雨 ，不 可 或 缺 却 视 之 无 形 ，飘 飘 洒 洒 而 润 物 无 声 ， 

但 只 有 通 过 对 建 筑 人 才 进 行 人 文 精 神 的 培 育 ，才 有 

可 能 使 “诗 意 栖 居 ”的理 想 变 为 现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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