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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人文精神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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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的人文精神是指建筑文化要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的内在动作逻辑也是建筑创作应遵循的。文章分析 了人 

文精神对建筑的影响，指出了人文尺度是评判建筑的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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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的人 文 精 神 是 指建 筑 文 化 要 以人 为 中心 。 

人文 精 神是 以人 为万 物之 本 ，为万物 的原 型 ，以人 自 

身 的特 点 出发去 衡量 万物 的价值 。这是人 文精 神 的 

内在 运作 逻辑 ，也 是建 筑创 作应 遵循 的逻辑 。 

一

、在人文精神下。建筑创作应遵循自然法则 

我 国 经济 的快 速 发展 引 发 了 建筑 市 场 繁荣 ，国 

外 的建筑 师 都把 我 国作 为 新建筑 的实验场 。最 为 明 

显 的特 征是拼 命 利 用技 术 的可 能 性 ，夸 张 地 显示 技 

术权 威 。例 如高 技派 建筑 把一 切构 件都 以高级 材料 

施 以精 加 -r-后 展 出 ，令 建 筑 造 价 上 升 为 世 界 之 最 。 

这种将 技 术 手 段 变 为 目的 的思 潮 已 经 发 展 到 了极 

致 。新 近被 选定 的北 京 中央 电视 台新楼方 案 由库 哈 

斯设 计 ，用超 技术 的手 法违 反结 构合 理性 ，导致 造价 

无 限上 涨 ，而无什 么美 感可 言 。 

重技术倾 向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建筑作品的创 

作 ，另 一 方面 由纯 技 术 性建 筑 作 品有 太 多 难 尽人 意 

之处 ，这 就是 人类 对 自然 的破 坏 已经 危 及 其 自身 的 

生存 。 

我们可以从古代中国找到建筑理念中的人文精 

神 。古 代 中国人 基 于 “天 人 合 一 ”的哲 学 观 ，产 生 了 

人 与 自然可 以融 为 一 体 ，并 且 把人 与 自然合 一 作 为 

最高境界来追求。中国古代建筑着眼点在于建筑的 

整体上 与宇 宙的 谐 和 ，并 把 这 种谐 和 当作 是 最高 的 

人类 自身 的谐 和 ，体 现 出宇宙 的秩 序感 与 和谐感 。 

在 西方 社会 ，现在 同样 有 这 样 的认 识 。尽 管我 

们 可 以尝试 一些 令 人 惊奇 的 建筑 外 部 的结 构 系统 、 

建筑 内部 的智 能 管 理 系统 ，甚 至 可 以把 这 些技 术 发 

挥到其 极致 ，但是 我 们 不 会 仅 仅 由于技 术 的进 步 而 

受到鼓 舞 。因为 技 术进 步必 须有 一 个 清 楚 的 目标 。 

这个 目标可 以被 称 为 “社会 责任 ”，即我 们 必须 考 虑 

我们 所 建筑钢 筋 混 凝 土 的生 态 影 响 ，这 是 一种 伦 理 

态度或 哲学 立场 。圣 经 中关 于“对 地球 拥有 主权 ”的 

训词必 须被重 新 解 释 为 这样 一种 含义 ：以 一 种谦 卑 

的态度 ，“运 用 自然 的法则 ”，使 人类 活动 适应 于 我们 

生存 的 自然条 件 ，要 考 虑 到 我们 的环 境 和我 们 后 代 

的利 益 。 

二、在人文精神下。建筑是意义与情感的空间 

建 筑艺术 作 为造 型艺 术 的一个 领域 ，对 居者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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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 有 影 响其思 想情 绪 的作用 。建 筑师 其实 每天 都 

在 自觉 或不 自觉地通 过 自己的创 作在对 人们 起着教 

化作用 。“建筑反映生活 ，只有从生活的基本观点来 

了解 ，才 能发现 其价 值与 意义 所在 。”⋯ 

建 筑 物质 形态 的完 成并不 意 味着建 筑创 作 的最 

终 完 成 ，它最 终 目的是要 供人 居住 ，为人 服务 。如 果 

没 有 人在 其 间的 活动 、生活 ，建筑 犹如 一个 没有演 出 

的舞 台 ，是 毫 无 意 义 的 。 因此 ，建 筑 应 当 以人 为 中 

心 ，其 焦点 首先 应是 人 而 不 是 物 。这个 人 不是 物 理 

学 、生 理学 意义 的而 是 社 会 的人 、有 文化 意义 的人 、 

有情 趣 的人 。建筑 创作 应 变成一 种 与人 的 日常 生活 

有关 的 、与人 的思 想观 念有 关 的 、与人 的文 化心 理有 

关 的操作 。 

尽管 建筑 的设 计和 建造 是科 学 、理性 的工作 ，然 

而建 筑 的使 用则 往往杂 糅 着多 重情 感 。建筑不 但是 

人们 日常生 活所 在 的空 间 ，而且 是 人 类 心 灵 中 十分 

重要 的 意象 。建 筑 只有 当其 能够 存 放 我 们 的 回忆 、 

蕴藏 我们 的想 象 ，方 能改 善 和 强 化 我们 的生 活 。所 

以 ，建 筑 的真 正 目标就 不仅 仅是世 界 真理 的投射 ，而 

且是 要把 某个 地方 转 变成 真正满 足人 的生 活需 要 的 

场所 —— 能使 人领 悟 到其 自身存 在 的具有 一定 意义 

和特 色 的环境 。 

三、在人文精神下，建筑具有审美的意义与价值 

乔弗 莱 ·司谷 特 认 为 ：“对 世 界 的科 学认 知是 强 

加在 我们 身上 的 ，而对 它 的 人 文 主义 的 认 知 则 出 自 

我们 本身 。科 学 的方 法在 智 慧 及 实 践 上 是有 用 的 ， 

但 是 那种 把世 界人 性化 并 用与我 们 自己身 体及 意志 

相 似 的方法 去 解 释 它 的天 真 的、神 人 同 形 论 的方 法 

仍 然 是美 学 的方法 ；它 成为 诗歌 的基 础 ，也 是建筑 学 

的基 础 。” 

李 约 瑟 对 北 京 故 宫 的 总 体 布 局 作 出这 样 的评 

述 ：“中 国建筑 的这 种伟 大 的总体 布局 早 已达到 它 的 

最 高水 平 ，将 深 沉 的对 自然 的谦 恭 的 情 怀 与崇 高 的 

诗意组合起来 ，形成任何文化都未能超越的有机的 

图案 。”又如 古 代徽 州建 筑至今 仍 保存 完好并 显示 出 

比较鲜 明 的区域 特 色 ，在 建 筑 结 构 、色 彩 运 用 、建 筑 

装饰 等诸 多 方 面 自成 一 体 且 蕴 涵 着 丰 富 的人 文 精 

神 ，反 映 了明 、清时期 士 大夫 、富商 、平 民们 的审美 取 

向 、道 德伦 理 、礼仪 传统 。上 海在 改革 开放 二十年 后 

的今 天 ，焕 发 出 了新 的 生机 和活 力 ，建 筑 的高 度 、技 

术 含量 一 次次地 被 “刷新 ”，被 “改 写 ”。 建筑 物 设 计 

充 分体 现 出这个 城市 活 泼 的生命力 ，又极 具 突破性 ， 

空 间形 态错 落有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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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的形 式美 感 ，能使人 产 生美 的愉 悦 ，或造 成 

一 定 的情 绪 氛 围 ，可 以 陶 冶人 的 情 操 ，震 憾 人 的 心 

灵 ，这就 是建 筑 的审美 意义 与价 值 。 

四、在人文精神下，建筑应有人文评判尺度 

每个 民 族 都 有 自己 的 审 美 标 准 ，标 准 即 尺 度 。 

中华 民族 的文化 传统 决定 了民族 审美 的尺 度是 人 的 

尺度 。李泽 厚说 ：“不 是孤 立 的 、摆 脱世 俗生 活 、象超 

越人 间 的宗 教建 筑 ，而是 人世 的 、与世 间生 活环 境联 

在一 起 的宫 殿 宗庙 建 筑 ，成 了 中 国建 筑 的 代 表 。”中 

国古代 建筑 都充 满 了人 情 味 ，是 以人 性 的 尺度 去 欣 

赏 、认 识 和创作 的 。 

在 80年代 ，现代 主义 、后 现代 主义 、解 构 主义 、 

新古 典 主义 、象 征 主义 、高 技 派 、人 情 派 等 各 种 建 筑 

思潮 、流 派不 断涌现 又很 快更 迭 ，我们 以人 文 的尺 度 

去衡 量这 些 思 潮 、流 派 ，就 会 寻 找 到 建 筑 与 人 的 关 

联 ，从 而 获 得 建筑 的 人 文 精 神 这 一 思 想 发 展 脉 络 。 

例如 ，美 国著名 建筑 师查 尔斯 ·穆 尔将 建筑 量度 理 论 

做 了进一 步 引 申。 他认 为 ：“建 筑 的 量度 不是 四个 ， 

而是 无数 。”他 主张 “建 立 一 种 让 身 体 和 精 神 能 一起 

住进 去 的场 所 ，这 个 场 所 能 反 映 出 人 类 的所 有 量 

度 。’’⋯ 

由于人 文 尺 度具 有 坚 实 的 客观 社 会 性 ，建 筑创 

作便 不再 是 随意 的行为 ，不再 在新 鲜 、时髦 的风潮 前 

无所 适从 。 

五、结语 

推动 东西 方建 筑文 化 的融会 正是 中国现代 建 筑 

发展 的 明智 之 路 。现代 建筑 要反 映高 科技 的 时代 精 

神 的同时 要彰 显一个 民族 在 文化 上 的历史 连续 性 。 

当代 中国 的建 筑 活 动 中 ，由于开 发 商 的纯商 业 

动机和官员的政治 目的带来 的“重实践 ，轻理论”倾 

向使得 建筑 忽 略 和遗 忘 了人 ，偏 离 了 目标 。只有 重 

塑建立 建筑 的人 文 精 神 ，蓬 勃 兴 起 的建 筑业 才 能 真 

正体 现其性 质 和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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