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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必须重视工程技术教育。 

张 敏 

(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作者根据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艺术至上、轻视技术的问题并结合 自己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 

学体会，阐述了工程技术类知识在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专业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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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 自 1946年创办 以来 。为我 国 

建设 战线培养 了大 量专 业技术 人 才 ，其 中不 少校友 

成为 了中国科学 院院士 、中 国-r"程 院 院士或 者走上 

了省 、部 级领导 岗位 ，可谓桃李 满天下 。应该说清华 

大学建筑学 院“50余 年 来教 学 基本 是 成 功 的 ，是符 

合 中国国情 的。” ‘但 也 有不 足之处 ，它 主要 体现 在 

两个方 面 ，一是创 造性 不够 ，二是工程技术 与建筑设 

计 结合不 够 。” 

笔 者曾多次率领 部分 四年级学生 到设计 院进行 

施工 图实习 (又称建筑师业务 实践课 )。在 与设计 院 

的领导 、-r"程 师座谈 时 ，他们 普遍 有一 个感 觉 ，即学 

生既 “胆大 ”、又“胆小 ”。在学校 做方 案 、做课程设计 

时 ，学生的“胆子很大 ”，什么 “时髦 ”学什 么 ，凡是 国 

内外建筑杂 志上有 的新 流 派 、新 形 式都 能及 时地 在 

学生 的作 业 中得到反 映。而到设计 院实 习了一 段时 

间或 分配到设计院后 ，多数学 生都“变得相 当胆 小”， 

缩-T-缩脚 ，任何创 造性 的东西都不敢 做 ，常常 习惯性 

采用最传 统 的“梁 、板 、柱”结构和最普通 的砌体 和 内 

外饰 面材料 。这看起 来矛 盾的两个事物 实际是一个 

本质 的两种 表象 。其根 本原 因在 于学生 熟 练驾 驭材 

料 与结构的能力不够 ! 

建筑学 院在清华 大学 这样一个 以工科为 主的大 

学(特别是 在近些 年 大量 文科 、艺术 院 系恢 复 、并入 

以前 )是具有相 当特殊性 的 ，她在很 多介 绍材料 上都 

自称“秉 承了巴黎美术学 院的传统 ”，学生更 以“半个 

艺术 家”自居 ，开 口风 格 、闭 口流 派 ，艺术 至 上 、轻 视 

技术 。这 种 思 想 在 教 师 中 也 有相 当 的 市 场 。 1995 

年 9月 23日，李鹏 总理 发 布 国务 院第 184．号 令 。正 

式宣告颁布《中华人 民共 和 国注册 建筑 师 条例 》，并 

由发布之 日起实施 。该条 例认为 建筑 师职业作 为关 

乎国计 民生 的重要行 业 ，熟 悉相 关法规 、掌握 -I-程技 

术 是取得执业资格 的先决 条件 。在 其实施细则 规定 

的九 门资格考试 中有 四门主要科 目是有关工程 技术 

类的 ，如 建筑 设备 与环境 控 制 、建筑 结 构 、建筑 构 造 

与材料 、建筑 经济施 工业 务 管理 。 即使 是 制 图类 的 

建筑设计科 目也无 多 少艺术 方 面 的 内容 ，大 量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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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功能技 术指标 、建 筑构 造 、建 筑物 理 (采光 、通 风 、 

取暖 )等方面 的 内容 。场 地设 计 (制 图)科 目考 查 的 

也主要是交 通 、日照 间距 等方 面的知 识 。建 设部 在 

起草该条例时声 明 ，各 建 筑院 系教学 计 划要 与职业 

建筑师考试制 度相 适应 ，并 将 此作 为建 筑学 专业评 

估 的重 要依据 。此 言一出在建筑 院系部分教 师中一 

片哗然 ，惊 呼我们的建筑院 系“是培养大师还是 培养 

匠 人 ”。 

实 际上 ，任 何“大师”都必 须从 “匠人 ”做起 。“四 

体不勤 、五谷不 分”的人不 可能成 为真正意义 上的大 

师 ，脱 离实践 的知识 和理 论 只能 成为 空 中楼 阁。任 

何学 问尤其工科是致 用之 学 ，它来 源于实际 ，付 诸于 

实 际 ，这是古今 中外 的事实 所证 明 的。 由于多方 面 

的原 因 ，我们 的学术 界在某种 意义上 存在着 “先 天出 

身不 足”、“后 天又营养不 良”的问题 。特别是 唐宋程 

朱理 学兴盛 以来 ，在我 国“考 据 ”成 了一 门专 门的学 

问 ，“故纸 堆里 找 文章 ”，诠 释 、考证 古代 先 贤典籍 不 

知成就 了多少 “大 师 ”。鸦 片战 争特 别是 辛亥 革命 、 

五 四运动 以后 ，新风 渐开 ，西方 先进 科技 引入 ，留洋 

学者 陆续 回国。他 们 白手起 家 ，在 中华 大地 雨后 春 

笋般地 建立新 式 大学 ，创建 现代 学科 体 系。但 同时 

也带来 了“崇洋 ”的风 气 ，我 国学术 界 一下 从 “古 人 

日”转 到 了“洋人 说 ”。看 看有 些 院 、系 的硕士 、博 士 

论文 ，满 眼“伯纳德 ·屈 米说 ”、“凯 文 ·林 奇说 ”，而且 

文字 晦涩难懂 ，语法不合 常理 ，感觉外 国人 不张 口我 

们就讲 不清一些实 际上很 简单 的道 理。 

在 建 筑学与 城市 规划专 业 中因 为材料 、结构 是 

紧密联 系实际 的 ，“匠气 ”太 重 ，因此 备受 师生 轻视 ， 

只有 “没有艺 术细胞的人才靠 它们挣学分”。这也使 

得采用传 统方式教 学 、重视 基 础 与技术 训练 的教 师 

大伤脑筋 。在校期 间 ，由于学 生做 方案 不涉 及实 施 

的问题 ，不 受材料 、结 构 的制约 ，因此创 意上 毫无 限 

制 ，显得极其 “大胆 ”。而一 到设 计院 ，所有方案 几乎 

都要 由他亲 自画施工 图 ，每一 块砖 、每一个把手 都必 

须交 待清楚 ，这时他就会变得 非常谨 小慎微 ，做方案 

时每 画一 笔 他 都要 考 虑 后 面作 施 工 大样 图 的可 能 

性 。 

这 个问题在 国内特别 是在高校 内已显得相 当突 

出。纵观 国内建筑 师 的作 品 ，我们很 难 发现香 港 汇 

丰银行 、巴黎蓬皮 杜 中心 、大 阪关 西机 场 、上 海浦 东 

机场这样 的建筑 。建筑 学术 界把 它们 归类 为 “高 技 

派”、“新现代 ”，但 实质 上它 们 不仅仅 是众 多 流派 的 
一 支 ，更 是代表 了建 筑发 展 的主 流方 向。 回顾 漫长 

的中西方 建筑 发展 史 ，可 以发 现在 建筑 演变 的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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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类 中 ，材 料和 结 构 无 不发 挥 着 最 重 要 的 作 用 。 

木结构与石材体现 着东方 建筑与西方建 筑 的截然差 

异 。拱顶结构标志着罗 马式建筑与石梁 结构 的古埃 

及 、古希腊建 筑的分 野 。穹形 屋顶 显示 了拜 占庭建 

筑的成熟 。升腾 向上 的尖拱一下子使人 联想到哥 特 

式风格。钢筋 、混 凝 土 的广泛 利用 更使 现 代 建筑 与 

所有古典建筑相 比有 了质的飞跃 。尽 管这其 中也 有 

巴洛克 、折衷 主义 、后现 代 等 以装饰 、拼贴 组合 见 长 

的“风格 ”，但 “随着时 间 的推移 ，它 渐 渐地 使 人们 感 

到 ，这种 历史的符号性装饰太没 有根基 ，它 的价值 经 

不起 历史 的考验 。后现代 主义没有在 建筑发展 的原 

有基础上继续前进 ，而是 陷入 了符号拼贴 的游戏 ，把 

现代建 筑引 入 了误 区 。”II 遗憾 的是 ，后 现 代 的符 号 

性 装饰被我 国大 量地在 前些 年 的建 筑设 计 中采 用 ， 

并将它作为体现 民族传 统风格 的有效 手段 。 

改革 开放 以来 ，清华 大学 建筑 学 院师生 结合 教 

学 、科研承担 了大量 实 际工 程项 目，如 海淀 图书城 、 

隆福寺改造 、华北大厦 (原名黄寺宾 馆 )、建筑 系系馆 

(同时包括清华大学 主楼 前区其他建筑 )。但 大家几 

乎都有一种感觉 ，画方 案表现图时还挺好 ，而 真建 起 

来就有点差强人 意 。最突 出的感觉就 是结构形 式呆 

板 (最简单 的框架或砖混 结构)、用材单 一(外饰 面几 

乎均是面砖 )，唯 一 的变化 是 入 口、屋 顶等 处 的符 号 

化 的小处理 ，缺乏一种新 结构 、新材 料所能带来 的磅 

礴之气 。有人说 ，这 主要 原因是缺乏 资金 ，而同样 是 

由清华大学设计 的东 三环北 京 希 尔顿酒 店 (原名 东 

方艺术 中心 )、幸福 大厦 (中国远洋 运 输轮 船 总公 司 

总部办公楼 )，应 该说财力雄厚 ，但风格 如出一辙 ! 

另一个实例 。关肇邺先生是 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 

杰出的设计大师 ，他 领导 设 计的 清华 图 书馆新 馆 正 

确处理 了新 、旧建筑 之 间 的关系 ，整合 、完 善 了大 礼 

堂 、图书馆一带 的校 园环 境 ，建 筑 细部精 雕 细 刻 ，体 

现 了大师高深 的学术 造诣 和一 丝不 苟 的敬 业精 神 。 

新近落成 的理科楼 群和化学馆新楼更 使这种艺术 达 

到 了一个新 的高 度 ，对 清华 大学 旧 区环境 的完善 做 

出了杰出贡献 ，得 到 了业 内人士 的 交 口称赞 。但 在 

一 片好评声 中 ，也有 个别 “不合 谐 音 ”。有 人撰 文 指 

责关先生 “误 导群 众 ”，使 大 家 沉 迷 于小 红 砖 、小 披 

檐 、小坡 屋顶的手 法 ，传统 技术 、传 统材料缺 乏新意 ， 

有一种过分 的“凝 重感 ”，容易使人 裹足不前 。另外 ， 

早年关先生 曾指导其研究 生参与埃及 亚历 山大 图书 

馆国际竞赛并获特别奖。此方案总体上为一种松散 

的小 体量 组合 ，“转折轴线 、外露 框架 梁 、断 山墙 ”⋯， 

充满 了解构 主义和 后现代 的味道 ，设 计 手法 也很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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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精道 ，但与最终 中奖方 案相 比总缺 乏一股 大气 。 

中奖方 案 由挪 威 奥斯 陆 Snohetta事 务 所 提 供 ，外 观 

成一斜 插入地 的大 圆盘状 ，屋盖 由许 多遮 阳板 片组 

成 ，阳光可 间接射 入 室 内。圆盘 建筑 物一部 分 露 出 

地 面 ，一部 分伸入地下 ，隐喻着一种 掩入大地的失落 

的 文 明 。 

国外许 多建筑 大师都有高超 的驾驭材料与结构 

的技 巧 。现代建筑 运动 四大导 师之 一 密斯 ·凡 ·德 · 

罗其 代表性 的风 格就是钢结构 、玻璃幕墙 ，开 了一代 

风气 之先 。意大利著 名建 筑师 奈尔 维更 是 强调 “结 

构 就是美 ”。 日本 建筑 大师 丹下 健三 在东 京代 代木 

体育 中心 的设计 中应用 升腾 、旋 转 的结构 形式 和悬 

索屋 面诠 释 了他对 日本传 统建筑 的理解 。所有这一 

切都 为我们 建立 了很好 的榜样 。 

国外不 少大学 建筑 院 系非 常重 视 7-程 和实践 。 

很 多大学 都设 有模型工 厂 ，使用真材 实料 ，甚至 采用 

1：1的 比例 ，让学 生 直观 体 会有 关 材 料 、构 造 知识 。 

英 国更有 规定 ，大 学 生必须 在 三年 级 以后 出去工 作 

一 年再 返校才能取得学 士文凭 。而 国内有些建 筑院 

系连个像 样 的建材 、构造 、结构模型展示 室都 没有 。 

城 市规 划 同样 也 应重 视工程技 术教 育 ，如道 路 

交通 、市政管 网等 ，它们 不是在城市 总图定案 之后 的 

附属 物 ，而 是 规划 下 笔 之 处 就应 考 虑 的重要 因素 。 

城市规 划不是-XlZ．面构 图 ，不 能先入 为 主地来 个什 么 

“摊大饼式 ”、“条状带形 ”或者 “分散集 团式”(这 几年 

这种形 式很流行 )，必 须根据城市 的地理 、现状条件 ， 

充分考虑 各方 面其 中包 括 市政设 施 的制 约条 件 ，如 

集 中式 布局 是 否考 虑 了高 压输 电线 进 入城 区 的走 

廊 ，分散集 团式是 否 考虑 了污 水是 分散 处理 还是 集 

中处理 以及 其 昂贵 的建 设 和运行 费 用 ，开发 用地 选 

择上是 否考虑 了便 于雨 、污水 的汇流集 中，以减少使 

用压力 泵站 ，是 否考虑 了防洪 排涝的问题等 ，以及 如 

何有效 地集 中协 调处理 各 类基 础设 施 和道路 、绿 地 

间的关系 。使 它们从规划 布局 的“消极 因素”变为 “积 

极 因素 ”，如利用 防洪 堤顶 作道 路 。利 用排涝 湖面 作 

公 园 ，利用高压走廊作 分隔组 团的绿 带等 。 

这 几年 ，有关 工程 技术 的教 育 已得到 清华 大学 

建筑学 院领导 、教师 的充分 重 视 ，强调 要 “促 进 工 程 

技术 与建 筑设 计 的结合 ，充实 职业 教 育环 节 。”⋯在 

前些年 出台 的《清华 大学建 筑 学专 业本 科—— 硕 士 

贯通教 学计 划 的制定思路 与计划要点》(讨 论稿 )中 ， 

除在第七学期 (四年 级上 学期 )安排 16周 (整 学期 ) 

的建筑 师业 务实践 (施 工 周实 习 )外 ，又计 划结 合 住 

宅设计课 充实构造 、结构 、设 备 、热工 的教学 ，结合 大 

型公 共建筑设计 如旅 馆 、剧 院 、航空 港 充实 结构 、消 

防、交通 、声学 、采 光等 内容 的教学 。对 规划 类专 题 

方 向的学生增设 了城 市基 础设 施 等 限定性 选 修课 。 

目前的问题 是 如何 使 这 些计 划 真 正 持 久 地 落 到 实 

处。这需要多方面 的工作 ，包 括教材 内容的更新 、教 

学方 法 的改进 。如建 筑构造课可 考虑更名 为建筑构 

造 与装修课 ，因为装修近些年 在 国内很 有市场 ，学生 

进行 实践 的机会 也很 多 ，而其 实 质 内容 就是 利用 材 

料 、设备 和构造知识 以取 得 色彩 、质 感 、光 影 等艺 术 

装饰 效果 。城市 规 划 类 基 础 设施 课 应 加 强 实 践 环 

节 ，如组 织学生参观污水处 理厂 、给水厂 、发 电厂 等 ， 

引导学生 留意 身边 发生 的“开沟挖槽 ”等市 政建设SF_ 

作 ，以增 加感性认识 ，避免枯燥 乏味 的照本 宣科 。还 

应加强建筑 、城规专 业 与其 他学 科 如土 木 、环 境 、电 

机 、信息 、材料等 的合 作 ，以发挥 清华 大 学 多学科 的 

集合优势 ，培养真正具有 全面专业素 养的建设人才 。 

[注 释] 

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一 硕士 

贯通教学计划的制定思路与计划要点(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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