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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家、长城脚下“建筑师走廊”景观设计师；“鸟巢”设计

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任何建筑都要满足基本

的实用、经济、美观的基本原则，实验建筑也不例外。从这

个意义上讲，建筑没有实验和实践之分，只是思考角度、设

计方法和表达形式的区别而已。任何建筑都是为人所用，没

有人建房子是为了实验。况且，实验建筑一经建造，就是一

种实践，就要为城市形态、甲方造价、居住者的使用负责。

建筑同样为人用，但是“用”的范围和外延是不同的。人们

经常将一些很原本的建筑看作创新，这是因为常规的建筑离

人们的生活太远了。比如北方住宅的一个基本问题“外漏阳

台”，如果没有创新建筑师去改变，它会一直被实践建筑延

续。可见对一些基本建筑问题的处理是创新建筑师的关注点

。同时，建筑之“用”同样包含精神空间。例如，奥运建筑

不仅用于比赛，还要体现一个民族的形象和精神，而这种精

神价值往往会产生其他方面的实用价值。建筑的经济性不能

单单看建筑本身的造价和产生的效益，它通过提升城市的整

体形象价值从而扩大单一建筑本身的价值。所以说简单地以

“实用”为借口，其实是试图抹杀建筑所承载的精神和文化

层面的东西，是对人性的简单化处理。因此，那些为人们生

活提供更加便利的解决方案及更多关心文化性的建筑才应称

为“创新建筑”。中国生产世界一半的服装，但只有低微利

润。日本服装产量很少，但利润空间远大于中国。因为大量



的复制降低了中国服装的文化价值。如果以放弃和牺牲文化

为代价，简单追求数量，只能解决一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而

没有了文化认同和识别的物质空壳，迟早成为全球化运动中

的奴隶。中国的建筑界就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由于快

速的城市建设导致了大量建筑复制品、城市复制品的出现，

而今天的建设又在摧毁着所有城市的个性，这就必将使建筑

及城市丧失文化性和识别性，长远看是对社会经济更大的浪

费。但创新建筑师们又无力对中国日常的建筑构成影响，因

此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建筑师在中国微之甚微。社会的态度和

意识是拯救文化及创新发展的根本，如果不将创新作为一个

民族复兴的必然之路，就不会有意识的产生创新行为。可是

目前关于中国建筑的创新理论还很原始和贫乏，在一些基本

的建筑观点上还处于缺少共识的混乱之中，没有人静心研究

和探索，这就造成了中国城市建筑缺少文化内涵，一味在形

象上的追风复制。而中国知识分子又缺少在建筑领域的发言

权，也就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建筑和文化现状。这是过去几十

年城市建设发展的代价。尽管实践建筑师们很勇敢地面对各

种繁杂的工程项目，但是他们很难进入和世界尖端建筑师的

讨论中，相比创新建筑，他们属于应用型建筑师，虽然成果

比创新建筑师相对稳定，却没有实效性。另外，很多人都认

为创新建筑师是有钱人的御用建筑师，其实不然。社会、政

府给予创新建筑师的创新机会很少，大量的政府工程、低收

入者住宅都交于设计院设计，他们没有机会做低造价住宅，

其对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创新观念就无从实践。幸好还有

少数有思想的开发商给予他们一点空间，于是就在这个狭窄

的缝隙中构筑中国创新建筑的天地。艺术家参与建筑设计会



带来新思路、新思想。但是建筑又不仅仅是一个创意的问题

，是与城市、政府、业主、施工等方面相交织的复杂工程，

这是艺术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解决的事情。但艺术家、创

新建筑师又无法和实践建筑师合作，因为这两套不同的思维

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模式无法统一。随着社会发展，两类建筑

师终究会合二为一，因为他们都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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