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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城 市 建 筑 体 现 了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

潮的汇合。当代城市艺术的

最大特点是综合美。这种美

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其

最重要的特性是和谐。环顾

我国的城市，像丽江、平遥

这种规模不大，能整体保护

的历史文化名城仅是少数，

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历史过程

中不断发展、生长。就连近

年拔地而起新建的深圳，也

有大鹏古城、历史街道和民

居 ， 存 在 着 多 元 性 和 多 层

次性。在城市化高速发展时

期，怎样保证城市的和谐特

性，这有赖于和谐建筑。和

谐建筑本身应与城市、环境

和谐，并进而促进人与人的

和谐、人与城市的和谐、人

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建筑的两个层次
和而不同    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这里老人家说的是

人而非建筑，但我们从哲理

的高度可以领会到：“和”

是指不同因素的统一，这就

是和谐。“同”是指相同因素的统一，就是一

律。在艺术上我赞赏前者，提倡不同因素的和

谐，反对相同因素的一律。我们应该“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

精义。

唱和相应    古籍《新书·六术》说“唱和

相应而调和”。这是讲不同的因素怎样才能从

“和”而“谐”，达到“和谐”的境界。我理

和谐建筑
——民族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 张锦秋

解 ， 是 说 虽 然 音 有 高 低 不

同，只要有主次、有节奏、

有 旋 律 地 组 织 起 来 ， 便 可

成为和谐的乐曲。“和谐”

是事物多样性共存的最佳形

式，是“美”的基本原则。

先哲的智慧给我们以启迪，

有 助 于 我 们 开 扩 思 路 ， 提

高鉴别与创作建筑的境界。

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在

巴黎集会后的宣言中写道：

“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

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

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和谐建筑的实践

我 们 必 须 探 讨 一 下 和

谐建筑怎样落实到建设实践

上。当前我们城市建设的程

序 大 体 包 括 了 城 市 总 体 规

划、分区详细规则、建筑设

计三个阶段。和谐建筑的实

践，实际上贯穿于各个阶段

之中。

城市总体规则中的风格

分区    即新老分区，各展

风采、互不干扰。如巴黎强

调了在老城区保持历史传统

风貌，在德方斯区、维莱特

区、东南片区不断兴建新时期的现代建筑。莫斯

科是在保持老城区风貌的前提下，各个不同时期

圈层式地向外拓展新区。罗马则是在保护古城的

同时另外选址建立新城。上海也是在老城之东开

辟浦东新区，老城之西兴建虹桥新区，三区各展

风采。

分区详细规划中的要素控制    即要素和谐，

统中求变，凝聚特色。这里所指的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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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

世界著名的《弗莱邱建筑史》记载这样一段话：“中国女建筑师———张锦秋建筑之优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她主

持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以“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为设计章法，在落成之际就被世界教科文组织

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20多年来，张锦秋主持设计了古城西安许多被誉为“新唐风”的经典建筑，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是

“新唐风”经典建筑之一。

建 筑 风 格 、 色 彩 、 尺 度 、 体

量、功能。威尼斯是这个方面

公认的典范。这座城市规定住

宅一律采用红瓦坡顶，墙面米

黄、棕色、红色、深米黄、深

棕色五种涂料，而教堂一律采

用灰石贴面，高大拱顶。使整

个城市主从有序，重点明确、

变中有统。西安在建筑风格、

色彩等方面的控制在国内也居

于领先地位，对体现西安城市

特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建筑的精心设计    即因地

制宜，因题制宜，传承创新。

建筑可分为三种类型，在建设

项目启动之初，项目的业主和

建筑师就应该明辨本项目的类

型，然后分类对待。

1）现代建筑的多元探索

在广大的城市新区，城市规划对建筑艺术

无特定要求的地方，可以放手比较自由地进行现

代建筑的多元探索。突出现代生产技术与功能的

“产品形式”和强调反映所在地域特色的“地域

形式”（民族形式）都可以发挥。现代建筑地域

化（民族化）与地域（民族）建筑现代化的途径

正在成为当今关注建筑文脉的建筑师创作的主

流。这类建筑创作的走向更多取决于业主的要求

和建筑师的意匠。

以西安为例，在新区建设中“产品形式”居

多，但一些文化、教育、政府行政的建筑则是地

域特色与时代感并重。

2）有特定历史环境保护要求和有特殊文化

要求的新建筑

历史文化名城的旧城区内，文化遗产保护区

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非法定保护的文化旅游景

区以及与历史文化主题有关的标志性建筑等，往

往是制约较多、最容易引起各方关注，也是最容

易意见纷纷的建筑类型。这类建筑首先承担着保

护所在区段及其周边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

的任务。有法定要求，当然可行之有据，没有法

定要求的新设计的建筑也必须与保护对象和谐共

生，和而不同。这类建筑势必在空间布局、建筑

形式、风格、色彩、尺度等方面与保护对象具有

一定的共同基因。当然，这些基因如何取舍自然

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人而异。一般来说，

在这个领域设计者发挥的空间也很大。

3）古迹的复建与历史名胜的重建

按照国际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规定，

不允许在进入保护名录的古遗址上恢复或重建。

但我国在法定保护范围以外的文化遗产还非常丰

富，星罗棋布着许多历史名胜。甚至有些物亡名

盛。随着人们文化精神生活要求的不断提高，旅

游事业的大力发展，古迹的复建、历史名胜的重

建，在所难免。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不断修建名胜

的传统。有的就地重建，有的甚至异地复建。这

样做，美好的历史故事和特色景观才得以传承。

如绍兴的兰亭、鹅池、镇江的金山寺、杭州的灵

隐寺等等。现代复建的黄鹤楼、岳阳楼等也已为

人们所接受。当然，确定以上这类建设项目要慎

之又慎，不能泛滥。虽然这些不是法定的遗产保

护，但其设计尤其要注意历史性、科学性和艺术

性，实际上存在着高低文野之分。比如陕西省的

法门寺、慈恩寺等复建工程。

走好融合之路

在20世纪后半期，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财

富的建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国际化

与地域化的冲撞与融合，还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

化的冲撞与融合。

地域文化是生活于该地域的民族在长期的生

人居环境·建筑



30

封面 COVER

存实践中萌生、创造、发展的文化。因而各地域

文化具有自己民族的、生态的特色。不同地域之

间随历史的发展会出现自然的交流与融合。如丝

绸之路就是一个交流、融合的纽带。而当今，全

球化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碰撞的过程引发着深层

次的、文化理念的冲突。对抗与竞争取代了心平

气和的融合。强势文化以其强势的政治、经济为

背景，对相对滞后地域的文化形成了以强凌弱、

取而代之的形势。在这股大潮中，如果听之任

之，不去自觉地将对抗转为交流，将对撞化为融

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就会出现文化的全球

化，那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悲剧。

我国一位资深建筑理论家说：“如果一个国

家、民族和地域在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中失去

了自我的识别性和凝聚力，那只会导向可悲的结

局”。现在，能否在地域化、民族化和全球化之

间走好融合之路，考验着中国建筑人的自信和智

慧。

判断一个城市及其建筑是否先进的标准，是

他们创造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精神是否有利于增强

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发

展自身的社会凝聚力。这才是衡量一个城市和建

筑最根本的标准。

我坚信同行们以热爱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赤

子之心和对民族复兴的崇高责任感，面对城市化

高速发展的形势，一定能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

在民族建筑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上不断作出

新贡献。

黄帝陵祭祀大殿

张锦秋在建筑创作中追求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形式与功能相结合，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就是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突出山川形胜的黄帝陵祭

祀大殿，以“大象无形、天圆地方、山水形

胜、一脉相承”的设计理念，取得了天、地、

人浑然一体的整体效果。先后获中国建筑学

会建筑创作优秀奖、陕西省优秀工程设计一等

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建国60周年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大奖等奖项。

大唐芙蓉园

大唐芙蓉园是张锦秋的又一代表作。大唐芙蓉园选址在曲江皇家园林芙蓉园遗址以北，建于2005

年，是一项以唐文化为内涵，以古曲皇家园林格局为载体，服务于当代的大型主题公园。 全园

建筑取唐风，建筑形象丰富种类繁多，同时兼有宫廷建筑的礼制文化和园林建筑的艺术追求。园

内集中了唐时期的所有建筑形式，可谓是一本完整的唐代建筑教科书。大唐芙蓉园遵循古建筑应

是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的原则。建筑材料设计均采用砖瓦混凝结构与木材结构相结合，既保

存了唐代建筑的原貌，又能使古建筑长久不受损害。现在，大唐芙蓉园已成为西安市又一地标性

建筑。

紫云楼

望春阁

（本文为作者在2010年第13届中国民族建筑年会上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