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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建筑教育方兴未艾，三年制々科建筑设计专业迎头之势不减，但重实践轻理论在速成的建筑设计专业蔚然成 

风，学生冷落中外建筑史这种纯理论课程北教师深感尴尬之余，也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困惑不已。本文希望建筑师能踩在传统文 

化的系统知识框架的根基上高瞻远瞩，汲取现代建筑没计思潮的索养，立足本土做出有深度的建筑作晶，这样，建筑可以有持续的 

未来 ，建筑生涯也有可以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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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 年是职业 建筑教育发展 的黄金时期 。正 当 

本科 建筑学生产 周期 长 、毕 业生 供不 应求 且就 业范 

围小 的时候 ，我 国的改 革开 放 已把 整个 大陆 变成一 

个大 工地 ，建 设 的 汹 涌 之势 锐 不 可 挡 ，以生 产 周期 

短 、就业 率高 、就业范 围广 为特点 的职业建筑教育 成 

为市 场 的关注 点 ，三 年制建 筑设 计专业 的毕 业生 成 

为就业市 场 的抢手货 。于是以输 出既能在建筑设 计 

部门从事建 筑设计 工作 ，又具 有适 应 多种职 业 能力 

的通才型 、复合型 高级 工程 技 术人 才 为培养 目标 的 

三年制 建筑设计专业 在建筑教育 中展 露头角。 

已经缩短 了周期 的建筑设计专业 在课 程设 置上 

虽然参考 了五年本 科 建筑 学 的课 程 ，但 课 时安排 上 

却没有 五年本 科建 筑学 的课 时 充裕 ，这 带来 很 多可 

以预想 的矛盾 。而且 建筑设计专业 的课程设 置重点 

突出 以现 实的建筑 创业 为 中心 ，于是 现在某 些设 计 

单 位 中存在 的“甲方 至上 、服务 第 一 ”，“开发 商 是上 

帝 ”，“朝令夕改 ”，“建筑 师想 开发 商 之所 想 ，急 开发 

商之所急”等等做法使高校不可避免 地受其影 响 ，于 

是 以市场为导 向的重实践轻 理论 的风气甚 浓 。作 为 

中外建筑史这样纯理论课程 在建筑设计 专业 中的位 

置就可想而知 了。 

然 而这 门课 是 整 个 建筑 设 计 专业 的基 础 理论 

课 。建筑史是一个 建筑师站立起来 的基石 。而了解 

中国建筑史则是 中 国的建筑 师 了解 自己 的国家 ，立 

足本 土 ，提高设计水平 的基础素质 。 

就象懂 音 乐 的人 知 道 海顿 、莫 扎 特 、贝 多 芬 一 

样 ，学建筑 的人 也应 该 知 道 菲迪 亚斯 、布 鲁 奈 莱 斯 

基 、伯 拉 孟 特 、帕 拉第 奥 ，还 应该 知 道 赖特 、柯 布 西 

耶 、密斯 、贝律铭 ，更 应该 知道 目前 刮起 的“欧陆 风 ” 

的背后有建筑 师对美的精 确把握 和对 比例 的千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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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 ，它 不仅是 五种柱式 、拱 券 、外加 山花和穹顶 ，而且 

是一种 “倾 国须 通体 ，谁来 赏你 眉”的考究 。作 为 即 

将成 为我 国的建筑设计工作 者 的学生应该 知道杨廷 

宝先生 的作 品为 什么 总给人 以稳健 秀雅 的印象 ，因 

为它们 在 整体 上 通 常遵 循 了古 典 的黄 金 分 割 比例 

(1．414：1．618)，在外观上 它们 常 常有 水 墨渲染 才能 

表现 的细腻光彩 ，而在 细部 上杨先 生 常常 采用 清式 

建 筑“海 棠瓣”的经典 做 法 ，从而 使墙 体 和构件 方 中 

有 圆 、柔 中见钢 。学 习建筑史 ，可以让学 生知道今 天 

的建筑语 言是 如何形成 的。 

当今设计 思潮活跃 ，建筑文化也趋 于多元化 ，大 

量 的西方 建筑 思潮 冲击着重 获新 生 的建筑界 。学 生 

对新潮表 现出空前 的崇拜 和敏 感 。然而 ，建 筑学 师 

生必读经 典之作 《空间 、时 间、建筑》一书作 者—— s． 

基提恩 在该书 的序上说 了这样一段话 ： 

“现在 ，在现代 建筑界 ，如同在绘画界一样 ，存在 

着某 种的混乱 ；是一种停顿 ，甚至是一种衰 竭⋯⋯-i．q 

多采 用 ‘国际风格 ’的新 式样 的设 计 家 ，发现 风 尚 已 

趋 衰落 ，乃 陷于浪漫 的放 纵中 。流行时 尚 ，夹杂着历 

史 片段 的影响 ，不幸 地使 许 多有 天才 的建筑 师受 到 

感染 ⋯⋯ 到处 可 以看 到 ⋯⋯ 流行 着一 种 浪 子 的建 

筑 ，对 建筑 的处理有 如花花公子处理生 活那 样 ，由一 

种感 受 跳 跃 到 另 一 种 感 受 ，很 快 地 样 样 都 厌 倦 了 

⋯ ⋯ 疲乏是犹豫 之 源 ，为逃 避现 实 以及 各 式各 样 的 

表面功夫 开了方便之 门。” 

s．基提恩认 为现代悲剧源 于人类 思考与感情 的 

分离 ，也就是感情无法 融入设计 的思考 ，设计 出来的 

空间缺 乏人情 味。因此 学生 作业 虽 然纷 繁多样 ，但 

在其 眼花缭乱的表面下 隐藏着在基础理论方面 的弱 

点 ，如环境意i,R与理论 、城市 意识 与 理论 、中国传 统 

文化意 识与理论都很欠缺 。其 中中国传统文化 意识 

与理论是 当前职业建筑 教育体制 中的学生 的最 大盲 

点 。也就 是说 ，他们失 去 了 自己的根基 甚 至可 以说 

他们从来就没 有想 过寻 找 自己的根 ，所 以失 落在 这 

个纷 繁的世界里 了。这 也是讲 授建筑史 的教师最不 

愿看 到的现象 ，因此想力劝这 些刚刚知道 “光 学好数 

理化不 是万能 的”，面对纷繁复杂 的市场需求 深感 困 

惑 的莘莘学子 ，高瞻远瞩 的同时还是要脚踏实地 ，立 

足对传 统文化 的深刻 剖析 与挖 掘 ，形 成基 础理 论 系 

统 的知识结构 。当然这也不是仅仅 学好建筑史 就可 

以解决的问题 。但 有 一点是 肯 定 的 ，那 就 是有 了建 

筑史这样一个稳 固的基 石 ，学 生 可 以弹跳 得更 高 更 

远 。 

美 国建筑 师协会 的 巴里 ．A．伯 克斯 ，也 是 《建 筑 

与艺术>一书 的作 者深 有感 触地 说 ：“只有认 真关 注 

传统 ，我们才能创 造 一个 可持 续 的未 来 。”我 们 必须 

从过去汲取 经验 ，并将 我们 所学 的新 的东西 作 为起 

点 ，因为在其他 时代 和地 区 的成 功 之作 中孕育 着解 

0t-4"天进 退两难局 面 的途径 ，也会 为新 的发展 带 来 

希望 。他说 ：“本土风格 的发展是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 

的 。”是的 ，在各个 地 方牺 牲其历 史 特 征 而变 得越 来 

越相近的年代 ，能通过 这个 时代 的建 筑和 文化 传统 

来认清发展 目标将会是 非常有意义 的。 

建筑是有生命 的，只有不 隔断历史 ，才可 以创 造 

可 以持续 的未来 ；建筑 师和艺 术家一样 ，都是通 过吸 

收 已有文 化 的精 华 的 方式 来参 与 到文 化 变 革 中去 

的 ，因此 当现代 主义 的东西过于质朴 纯洁 、过于单调 

枯燥 、在情感上不够有 人情味 的时候 ，再去转 过头去 

认真地体 味历史 上有 生命 的成 功 之作 ，以及 由此 释 

放 出的文化 韵味 ，从 而深刻 了解 自己的 国家 ，做 出有 

感情 的有深 度的作品又何尝不 是为 自己的设 计生涯 

创造一个可 以持 续 的未来 。不 管怎 样 ，在前 进路 上 

的任何挫折 都只会 使取 得 的成 就更 令人 满 意 ，只要 

你 我对建筑 的热情不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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