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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当代美学思潮的多元化及几个主要倾向，立足于中国当代建筑创作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评价了在全球 

化的影响下，中国建筑理论与创作的整体表象。在历史大关系的背景下。具体分析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与创作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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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子 

不久前 ，在上海外 滩 l5号(甲)即在上 海总工会 

和外汇交易 中心之 间创造一处供 市 民公共活动 的场 

所 ，四家国 内外著 名 的设 计 单位 提交 了不 同的方案 

(图 l一 图 4)。 

威尼斯学 派 的 Gregotti坚持 他 的新 理 性 主义主 

张 ，充分 考虑 了历史 与社会背景 ，强调形式生成 中的 

“场所 ”与 “领域 ”。诗意 的栖 居体现 了形式介入场地 

的诗意 的真 实性 。一条 高度适 宜 的玻璃 敞廊把周 围 

三栋 高度不 同 的建筑和谐地 连接在一起 。 

日本建 筑大师黑川纪 章的方案体现 了他一贯 的 

传统与现代 “共 生”的理念 ，尊重历 史 和文 脉 。他运 

用其在 墨尔本 中心使 用过 的“盒 中盒 ”的手 法 ，保 留 

了原来 的三层 车库 ，使 新 与 旧在 一个 巨大 的现代 玻 

璃盒子 内成 为一体 ，并 且 创造 了一 个 巨大 的公共 空 

间 。 

美 国的马达思班 的“外滩之钻 ”创意 大胆 。整个 

建筑是一 个 混合 结 构 核 心筒 和 承 重 玻 璃 外墙 的 系 

统。用 技术和媒介来装扮建 筑— —通 过先进 的技 术 

将建筑作 为一个表 达 的设备 ，建筑 的每个垂 直 以及 

水平 的表 面输 出媒 体艺 术 家 的艺术作 品 ，努 力 通 过 

这个独特 的 、叠加 于建 筑 表面 的三 个 幅面 的 图像 的 

艺术设计 去创造一 个独 特 的体 验 ，制造 一个 能产 生 

“事件 ”的具有公共性 的“交流媒 体”。 

华 东设计 院的方 案试 图用现代 的手法 同历 史风 

貌区原有 的建筑相协 调。正立面用 拼图式 的石 材肌 

理呼应外滩群米色 的实墙 面 。新建筑 采用一种 奇异 

的倒 三角型来构成 天 际线 ，不 过 这种 处 理手法 明显 

带有 Liberskind手 法 的痕迹 ，用在外滩 有失妥 当。 

二、多元化 

四个 方案个 性鲜 明 ，代表 了四种完 全不 同的在 

历史与社会 背景下 建筑美学 的价值 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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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图4 

1．意大利人 的新理 性主义主张具 有深刻 的现象 

学意义 (Gregotd的思 想很 多来 源 于海 德格 尔 )，他们 

的设计方法 具有很强 的逻辑性 。 

2．日本人也 有其 特有 的美 学 原则 和哲 学 基 础 ， 

尊重历史 和 自然 ，平 和而精美 ，如 同小津 安二郎 的电 

影 ，但 同时也重视 技术和功能 的理性 。 

3．追 随库 哈斯 思想 的马达思 班代表 了一 种对 历 

史戏 噱的玩世不恭 的态 度 ，把 建筑 创 作 当成 为城 市 

生活制造事件 的过程 ，城市是一个 大舞 台 ，每个人 都 

可以既 当演员 又当导演 ，借助媒 体和技术 ，幻想 出乌 

托邦似 的城市全新 ／--1=活方 式 。 

4．中国人在与 国外设计 师同 台竞技 时则显得 力 

不从心 ，既然 提不 出 自己的具 有 本 土和地 域 特征 的 

思想 ，索性 就把 国外 能看 到 的表 面化 的形 式 照搬 过 

来 ，以求在外表上 “与 国际接轨 ”，这就是 国 内建筑创 

作 中见怪不 怪的普遍现象 了。 

西方在 经历现代社会 的长足发展之 后 。于 20世 

纪 60、70年代步 人后 现 代社 会 时期 ，价值 体 系 的 多 

元化在 许 多 艺术 领 域展 开 (建 筑 领 域 当然 也 不 例 

外 )，并逐渐 影响人们 的精神 世 界 ，统一 价值 取 向标 

准的对神 圣 与 崇 高 的 向往 被 单 体 个 性 的 张扬 所 取 

代。在一 种 比现 代 建筑 更 加 强 调 人 文 关 怀 的 背 景 

下 ，伴 随国内建 筑设计市场 的开放 ，中国建筑成 为世 

界建筑师 的实验场 ，在北京 、上海几 乎绝大部分标 志 

性建筑都 由外 国人设计 ，而且 这些设计都很 大胆 ，具 

有创 新精神 。对库 哈斯 央视新大楼 的追捧 即体 现 了 

中国建筑界对西方 建筑 文 化 的神往 与倾 慕 ，而对 该 

方案 的批评则反 映了坚守本土文化 传统者 的~ -g-,-y 

场 。各种思潮 、人物 与创 作实 践 呈现 出了极 其 多元 

的态势 。这种 多元 化的价值取 向也随着西方 文化 的 

入侵而深刻影 响着 中国人 的精神 生活与行 为准则 。 

中国 目前 的社 会与文化环境 决定 了我们 的边缘 

性地位 。一方 面 ，文 化 全球化 改 变 了我 们 的 日常 生 

活方式 ；另一 方 面 ，我 们 又被 纳入 另外 一 种价 值 观 ， 

不得不屈从 于文化帝 国主义 的支 配 。在 找不到一种 

属于 中国人原创 的文 化理 论 体 系的情 况 下 ，对 西方 

当前主要 的建筑 文化 与理 论 ，我 们 缺乏 对其 所 以发 

生发展 的社会 背景 的理 解 ，同时 也 缺 乏理解 它们 这 

种发展 的社会 参照 系 ，只 能在西 方 文化 中心论 影 响 

下来认识 和研 究 了 ，不 要遑 论对 其 做 出有力 量 的批 

判 。由于我们 无法 为每 个建 筑 师或 作 品贴上 标 签 ， 

因为不少建筑 师是无 法 用一 种形 式语 言 、设 计 手 法 

甚 至设计 思想去认识 的。我们只能列举 几种主要 的 

建筑思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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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与哲学 四、简约与建构 

建筑 与语 言有 着极其 相似 的同构关 系。建筑 与 

语言都是所 指和能指 的符 号系统 。建筑设计 的思维 

过程 与语 言的生成 过程是 一致的过程 。结构 主义语 

言学重视转换 生成 语法 的研 究 ，主张句 子 的语 音部 

分是表层 结构 ，有表层 规则 ，而 句法 是里层 结 构 ，具 

有 内部规则 ，语 言的表层 结构是语 音 ，语音规则 就是 

表层 的规则 ，转换 生成 语法 在 刚开 始 的时候 也是 受 

结构 主义 的影响 ，比较重视句法 ，主要是研究 句子的 

深层结构 ，认 为所 有 的句 子都具 有 一个 统一 的深层 

结构 ，而如果 找到了这个深层结构 ，就可 以通 过规则 

来生成句子 。这实 际上 就是 一 个转 换 的问题 ，怎 样 

通过 深层 规则和表层 规则 来将非线形 的思维 转换 成 

线性 的语 言 。建筑设计 事实上就是一个将 非线 性的 

思维 转换 成线形 的空间性 表达 的过程 。 

解构 主义从语 言 和书 写理论 人手 ，有 着宏大 的 

关 怀视角和深刻 的历史 背景 。它融会 了西方哲学 反 

形 而上趋 势的成 果 ，集 非理 性 主义思 潮之 大成 。埃 

森曼 在威克斯纳视 觉艺术 中心和其他一些 艺术 作品 

中把解构 主义哲学 家德里 达 “取 消 中心 ”和“文本 的 

游戏 ”思想 做出 了建筑形象上 的直观表达 ，建筑成 为 

其哲学思 想在现 实世 界 中的 载体 。妹岛和 世 的 “梅 

林之 家”也可 归为一个解构 的作品 ，这个 建筑有两点 

很有意思 ：一 是形 式 的象 征 意义 的 彻底 取 消 ；二 是 

形式 源于功能 的意义的剥离 。空间性 的表层表达 通 

过对 非线 性 的思维 的转 换形成 了这样 一个奇妙的形 

象 ：超薄的墙体；只有房间，没有纯通道；出现大异寻 

常 的超高 超长超 薄房 间形 态 ；内窗系统 使 户 内各 房 

间的关 系近乎彻底 改 变 了 ；通 常 的房 间与功 能 的对 

应被 打破 ：大厅 只有 1层 高 ，餐厅 却有 2层 高 ，狭 长 

的卧室 2层高 ，书房更 是又 高又大 。这座 建筑 的审 

美价 值若 不是放在语 言与哲学 的语境 里而仅仅从视 

觉角度来 解释是没 有意义的 。 

建筑学人士不 断在探 索理论体 系的同时就必然 

要借 用语 言和哲学 工具 来思考 !在 当前 现实中我们 

不得不在无 数前卫 名词 的理 解 上花 费大 量精 力 ，不 

知道这是 否真 的值得 。作 为思辨 的知识分 子或是独 

立思考 的建筑人 ，要 与那些 传媒 筑 就 的“知 识分 子 ” 

区别 开来 。语言成 为了一 个战场 。传媒 为了造 出人 

工 的“语境 ”，用边 缘化 语 言取代 观 察 的乐趣 与思考 

的严谨性 ；频繁 的“引语 ”，在 造 出歧 义可 能 的同时 ， 

造成更 大规模 的“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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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习惯 了现代建筑 的流动 空间 、后 现代 主义 的 

隐喻和解构 主义 的分裂特征之后建筑 界开始关 注一 

种继 承和发展 了现代 建筑一个 明显特 征 的潮流—— 

向“简 约”回归。这种设 计趋势 的主题 是 以尽可 能少 

的手段 与方式感 知和 创造 ，即要求 去 除 一切 多余 和 

无用 的元 素 ，以简 洁的形 式客 观性 地 反 映事 物 的本 

质 。简 约的倾 向呈 现 出现代 建筑传 统 的生命 力 ，不 

免被归纳为一种 美学 特征 。不 过 ，这些 “简 约”作 品 

的多样性 以及 简约背后所包 含的丰富性甚 至复杂性 

是超越 了当年现代 派建筑师们 的想 象力 。从表 象上 

看 ，这 种倾 向似乎要 给 充斥着 符 号 和媚 俗 的建筑 界 

注入一股清 流 ，但它 的确不 仅仅是一种 风格 的呈 现 ， 

因为其 中众 多的建筑 师是力 图将 这种实践 与回归 建 

筑 的建造艺术 本原 的思 考联 系 起来 的 。因而 。这 一 

时期建筑理论 家弗 兰普顿 的著作 《建构 文化研究 》的 

出版(1955年 )也不 是 偶然 的。简 约 的 倾 向在 当代 

中国仍然具 有很大的影响力 。 

简约 的审美倾 向是与结构逻 辑的建构 和材料 的 

表达 密不 可 分 的 。“建构 ”(Tectonic)一词 起 源 于希 

腊语 ，原指木匠和建筑 匠的手艺 。经 由 19世纪 欧洲 

建筑理论家 的工作 ，“建构 ”逐渐 发展 为 特指 建筑 在 

物质层 面上如何 建造 的 艺术 ，作 为对 后 现代 主义 日 

益商业化和 表面化 的批判 。“建构 ”观念 正在潜 移默 

化地影响着 中 国的年轻建筑学 生 。刘家琨 在解 释他 

的鹿野苑石刻 博物馆(图 5)时说 ：“在 流行 给建筑 涂 

脂抹粉的年代 ，清水 混凝 土 的使 用 已不 仅仅 是 建筑 

方法的 问题 ，而且 是美 学取 向和精 神 品质 问题 。”他 

追求清水混凝 土作 为 材料 的 表现性 (以材料 的美 学 

特征和精神特 征对 虚 假 的粉饰 ，以材 料 的美 学特 征 

和精神特对 建筑方 法 问题 )接近材料 的现象学特 征 。 

材料 的表现性 除了与 自身特质有关 外 ，还与 “制作过 

程 ”(工艺艺术 )直 接相关 ，“建构 ”只是 材 料与 受 力 、 

建造相关时 的一种“制作 过程”。材料 的表 现性 的范 

畴远远超过 材料的建构表 现性 。 

散 帕尔 (semper)提 出有 关材 料 和制 作过 程关 系 

的描述—— “制作过程 也可 以发展 为其 他材料 ”。如 

斯卡帕在某展厅 的墙面上把 石切 开 、镶 嵌 、装 上金属 

铰链 ，如同石化 的细木 家具 ，就是 “石 ”采用 “木工 ”工 

艺拓展石 的表 现性 以及石与金属 铰链 结合 的崭 新构 

造美感 的一 个例 证 。斯 卡 柏 的 理论 可 以拓 展 到 玻 

璃 、金属 、混凝土 等现代 时期 的材料 ，也 可 以加上 塑 

料 、铝 ，还 可 以加上媒 体 、生物 和信 息 。在 制作 过程 

http://www.cqvip.com


当代美学思潮与中国建筑创作 

方面 ，也可 以增 加锻 造 、模压 、浇注 甚至是 印刷等 工 

艺 。不难 理解赫佐格 和德默龙在瑞可拉欧洲工 厂及 

库房 的外墙板使用一 种半 透明 的聚碳 酸酯板 上重复 

使用丝 网 印 刷 的植 物 图 案 ，实 际 上 是 把 主 要 用 于 

“纸 ”的一 种 制 作 过 程—— “印刷 ”用 在 了新 型 面 板 

上 ，扩展 了材 料崭新 的表现力 。可见 ，人们 的审美心 

理 在厌倦 了材料 的单一表象和x,J-结 构逻辑 的虚饰之 

后 ，倾 向于材 料 的多样性 的工 艺制 作 的表 达和 清晰 

的建构逻辑 的建立 。 

容 。人们需要实在 的感 觉 ，需 要身 体 与建 筑 直接 发 

生关系 ，这种感觉在媒介 上是无 法实现 的 ，媒介 无法 

体现材料 的魅力 。建筑是无论如何也 不能被影 像代 

替 的 ，它起 着给人触感 的作 用。 比如木 头 ，触摸 时有 

特殊 的质感 ，敲 出来 的是 木头的声音 ，石头又有 石头 

的真实感 。在家 工作 时 ，这 种新 的生 活模 式 更加 强 

了材料体现 出实在 感 的重要 性 。过去 ，人们 到 市 中 

心去工作 ，要从郊外坐 火车 ，或 者坐汽车 ，道路 、铁路 

都是人们实在 的经 历 。而 现 在 ，生 活工 作在 同一个 

地方 ，什么都通 过 网络媒介 进 行 ，在 这样 的环 境 里 ， 

实在感 就 只能在建筑材料 上集 中体现 。可是现在 自 

然 的材料越来越少 ，于是也就越来 越重要 。 

图 5 图 6 

五、技术与媒体 六、我们的创作 

信息 时代 里 ，现在 很多事 物都 是通过 影像 来实 

现 ，用眼睛来生活 。通 过最新 科技 ，建筑可 以成为一 

个披着纷繁 外衣 的观赏 品 ，一个符号 的集合 体 ，同时 

也是 一个 输 出设 备 ，每 天呈 现 出不 同 的光 彩 景 象。 

如香港 维多利亚港 沿 岸 大厦 闪烁着 的迷 人光 彩 ，建 

筑的本体 已消解 在符号化 的宏大 的城市背景之 中了 

(图 6)。 

在这 样一 种文化 传播 背 景下 ，中国传 媒业 发生 

了巨大 的变 化 ：单一 的社 会价值标准逐渐多 元化 ；电 

视普 及 ，互联 网的传播学 地位急遽上升 ；原来 以语言 

为主要信息传播 载体 转 变为 由视 觉形 象为 主导 ；媒 

体业 进一部 细分观众 。 

审美 的视 觉化倾 向在相 当程度 上泛化 了，审美 

过去是艺术 家的专利 ，如今 已成为普遍 的社 会追求 。 

建筑也不再是建 筑 师 的专利 ，业 主 、公众 都 有参 与、 

评判 与选择 的权 利 。然而 ，视觉 永远 不能代 替其 他 

的感 官 ，人 们 需 要 实 在 的触 感 ，它是 重 要 的 生 活 内 

x,J-于 以上提到 的语言 与哲 学 、简 约与建构 、技术 

与媒体 的建筑 思潮 ，是 在 中 国建 筑 开始 从表 现 宏 大 

叙事 主题 转向x,J-现 实世 界 的关注 的背景 下发 生 的 。 

后现代 的宏大叙事和总体性 的丧失与差异 的强调形 

成 了 自下而上 的力量 ，强烈地 冲击着 中国的建筑 界 。 

全球 化影响着 中国的历史 进程 。然 而在 比较有 

影 响的文化理论体系 中找不 到一种属于 中 国人原创 

的体 系—— 这说 明我们处 于难 以接近学术 中心 的边 

缘状态 。建筑 界 也是 如此 。在 中 国 ，因为 当前 还 没 

有形成完 备的现代 建筑 理论 体 系 ，只有 整体 移 植西 

方 的建筑理论 ，所 以 ，我们难 以看到有深度 的建筑 理 

论 与批 评来指导我们 的创作 。又 由于媒 体时代形 象 

审美渐成 主导 ，建 筑艺 术在 造 型艺术 中又是 与 大众 

关 系较 密切的一 种 形式 ，故 而关 于 建筑 的审美 批评 

也 以一 种更为大众喜 闻乐见 的形式 出现—— 本体 的 

建筑 +边缘 化的语言 。 

在 西方 ，因为有跨 越整个 20世纪 的现 代 主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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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完备 的发生发展 背 景为 参照 系 ，所 以构不 成对 建 

筑设计 与理论正 常 发展 的侵 袭 。而在 中 国，因本 土 

体 系的柔 弱 ，这样 的语 言与批 评 只会 引起新 一 轮 的 

理论 方 向的盲 目与 无所 适从 。我们 有 目共 睹 的是 ， 

在 中 国本土 ，国外建筑 师不 断推 出新作 ，无论怎样 的 

大工 程 中标或实 施 ，都普 遍 缺 乏有 力度 的建筑 学价 

值 意义上 的批评 ，建筑 界整体表现 出”失语”状态 ，显 

示 出一种 主观的不作为 。 

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 ，而建筑 

理论 与批 评 的大众化倾 向却十分 明显 。大众对 建筑 

批评 的关 注与热忱 虽然 是 一件好 事 ，但 大众 的评 论 

不能作 为建筑学核 心意义上的评价基础 。大众 与媒 

体 的参 与充其 量 只是 丰 富了建 筑学 的外 延 ，形成 建 

筑学科对 大众 与其 他 领域 的开 放 ，但这 并不 能在 根 

本上 影响建筑学 的基本评价体 系。 

一 方面 。面对重新 审视 传统 的压力 ，这 很大程度 

是全 球化 的压力带 来 的 ，另一方面 ，面对 被瓦解 的布 

扎体 系和蜂拥 而入 的 当代 理论 。在 这 里 ，布扎 体 系 

仍然顽 强地 固守 在 国 内的建筑 学教 育 ，然 而它 培养 

的结 果早就不适 合 当代 社会 的需求 ，这种 尖锐 的矛 

盾越来越严重 。另 外 ，新 的建筑 理 论 的进 入 给 国内 

建筑界带来 了思想 的进 一 步}昆乱 ，国外 建筑 师 的大 

量挤入加 剧 了这种混 乱的程度 。似乎一种 民族 主义 

的情绪越来 越在建 筑界 形成 规模 ，言必 称殖 民主义 

的人越来 越多 。然 而 这种情 绪救 不 了 自己，也救 不 

了中国建筑 。所幸 的是 ，也有 很多 理性 的人 们在 不 

断探索 当代 中国 自身 的建 筑学 内容 ，包 括部 分建 筑 

师 。 

当代美学思潮 的多元化 固然是我们 建筑 创作的 

源泉 ，但是立足 于 中 国当代建 筑创 作 的社会 与 文化 

环境 ，在历史 大关 系的背景 下 ，具体分 析 当代 中国建 

筑面 临的现实 问题 是我们 的当务 之急 。我们 可 以看 

到 ，除了那 些认真实 践着 其所 追奉 的哲学 思 想 的建 

筑师之外 ，也有相 当多 的建 筑 师拒绝 承认 建 筑 理论 

和批评 家为其 贴上 的流派标签 。他们认 为属于哪一 

种建 筑流派并 不重要 ，关键是要如何 解决建筑 “此时 

此地 ”的问题 ，即解 决特 定时 间 、特 定地 点 的建 筑形 

式与功 能 问 题— —这 仍 属 于现 代 主义 建 筑 的 大范 

畴 。 

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一个建筑 的意义不仅在 

它本身 ，同时也在于感受它 的方式 ，不 同 的人是依 靠 

不 同的直觉来感 知建 筑 的。正 如叔 本华说 的 “世 界 

是我的表象 。”因而 ，建筑 理论 不应 当成 为独 断 的一 

家之言 ，不必再 以威严 晦涩的面 目出现 ，而应成 为每 

个建筑爱好者 “私人叙事 ”或 “微细叙事 ”的个人 化 的 

体验和立场 。就 设计 师进 行 建筑创 作 而 言 ，有 没有 

理论并不重要 ，理 论也 没有 想 象 的复杂 ，有 了工艺 、 

材料 、技术 的平 台的 支撑 ，想 象 的 空 间 和感 情 的融 

入 ，这就是建筑艺术 ，虽然其 中不乏来 自哲学 等其他 

学科 的影响 ，但在 建筑设计 中 ，受影 响的设计 人 自身 

的感 受 ，而不是人 云亦 云 的所 谓普 遍 的言 论起 着决 

定性 的作用 ，对理 论 和思 潮 的透彻 了解 不 一定 能 做 

出好 的设计 ，重要 的是个人 认 真地 感 悟 和积极 的实 

践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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