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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4_B8_8E_E6_c57_614389.htm 转贴者按：在广州举

办的“中外建筑与文化论坛”，一位北大的学者，给中国建

筑开了如下“药方”，特此转过来。从中似乎可以窥见大众

对建筑的理解。辜正坤，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比较文化研究学者。街上90％以上是西式建筑记者(以下简

称“记”):就你的感受，觉得中国建筑的现状如何？辜正坤(

以下简称“辜”):我觉得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既然称为中国

的建筑，那就应该有中国的文化特点。但近二十年来建造的

建筑，尽管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造的，无论是审美、形式

还是技术都是西式的。我们走在大街上，看到的90％以上都

是西式建筑。用西式的技术来建造中国建筑我是赞成的，因

为它比较有效率，比较牢固和节省材料。但我反对的是连形

式和建筑风格都完全西化。中国式建筑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心理积淀。记:现在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甚至在农村，富起来

的农民在盖房时，都会选择西式的小洋楼。辜:农民也会受到

来自城市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到处都盖西式建筑，

成了规模，所以西式建筑的成本越发低。而中式建筑的材料

也不好找，会盖中式建筑的建筑工队也少，所以成本越发高

。包括中国大学的建筑系，学的全都是西式建筑。在这方面

，媒体应该发挥作用，提倡中式建筑的审美造型。 中国建筑

优美西方有力记:你是研究中西比较文化的，在你看来，中式

建筑和西式建筑存在哪些文化特征的差异？辜:差别是很大的

。中式建筑产生于农耕文化，除了秋收、播种之外，农民大



量时间是在农闲。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

把建筑精雕细琢。另外中国土地雨量充沛，适宜植物生长，

因此木材为主的建筑方式容易形成。木头是容易雕刻的，因

此中国建筑是非常优美的。西方比如地中海地区，气候干燥

，树木少，建材只能以石头为主。建造起来比较费时、费力

。另外西方早期的游牧生活，造成西方人对自然的征服和冒

险精神。因此西式建筑显示的主要就是“力”，建筑的高大

、笔直，处处迎合西方人与自然搏斗的、紧张竞争的生活。

记:你提出中西建筑应该“拼合”在一起？辜:“拼合”是相对

于“融合”而言的。比方说，把黄色和蓝色融合可得到绿色

，但原来的黄和蓝不存在了。而如果我们让三种颜色拼合在

一个盘子里，那我们就保留了三种颜色。在文化上，“融合

”往往意味着用一种取代另一种。采用融合方式现代建筑的

主体就是西方的了，因为它融合掉了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

惟有用“拼合”法承认中国艺术形式的独特魅力时，才可能

使中国建筑特色的东西保留下来。 建筑好坏百姓最有发言权

记:你认为建筑的审美应该交给老百姓来判断？辜:对呀。就像

烹调美食不是给厨师吃的一样，建筑好不好，老百姓才最有

发言权。记:但建筑界人士可能会认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普通人没有这个审美能力。辜:当一个人把几种建筑拿来比

较、做选择的时候，常识会告诉他什么东西是一眼看过去就

比较好看的。而专家的建筑师却会说这个建筑在设计上怎么

怎么不符合理念。但是专业人士忘了很重要的一点，建筑艺

术它主要是视觉性的东西，它不需要你把太多的理性的、抽

象的、哲学性的概念灌注进去。审美无非是感官的感受，任

何人都天生具有。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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