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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报道 2005年10月15日，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平添几分热闹

。建筑学术界的泰斗钟训正院士、戴复东院士，世界华人建

筑师协会主席潘祖尧先生，以及以设计大师崔恺为代表的一

大批中青年设计先锋和全国知名建筑院校和建筑学术杂志的

代表在此欢聚一堂，出席为期2天的“2005当代中国建筑创作

论坛”，共同讨论中国建筑的现状及未来。本次论坛是由当

代中国建筑创作论坛组委会主办，中南大学、湖南大学联合

承办的。它以“审视当代中国建筑创作十年”为主题，揭示

近10年中国建筑创作的成就与问题，关注建筑师主导下的城

市设计，探讨跨学科的建筑创作与实践，呼唤具有地域文化

的精品建筑，并期望形成有效的建筑评论机制以促进和繁荣

建筑创作。在论坛上首先发言的是同济大学建筑学院的名誉

院长戴复东院士。他认为我们的建筑师应该合理合法合情地

创作，同时我们也需要有严肃严格宽容地评论。他以国家大

剧院为例，指出我国因为建筑评论人才的匮乏，导致奇怪、

夸张和奢侈的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大行其道。本次论坛的秘

书长吴国力先生的发言主要讨论的是建筑作品的评论问题。

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建筑的功能性（适用性）、规限性、创造

性和地域性等四个方面入手，来评价建筑作品。他特别强调

了建筑的地域性问题，认为“对地域性的处理的好坏是一个

建筑师是否成熟的体现”。吴国力先生同样也提到了国家大

剧院，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地建立完整的建筑评论体系，避免



重蹈覆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博导卢济威教授

认为目前我们的城市建设已经从追求数量进入到追求质量（

或质量、数量并重）的阶段，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开始关注整

体形态的完善、环境品质的优化、城市活力的提升和特色的

塑造，城市设计的概念由此变得越发清晰。城市设计应该是

结合编织和创作的一个独立学科，同时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

计发生关系。在城市设计中，应立足建立五个体系：空间使

用体系、交通空间体系、公共空间体系、空间景观体系以及

自然景观体系。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崔恺

大师作了题为“建筑创作中的文化意识”的精彩演讲。他指

出，在当代评价建筑已经不能再用“美观”这一单一的评价

标准了。因为单纯的“美观”是难以表达地域文化的，并且

美观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用“文化”取代“美观”，因为

文化是通过演进积淀而成，非僵死的。文化是一种创作态度

，观念和意识，它应该深深根植于建筑师创作的每个阶段。

为了使讨论更有针对性和深入，本届论坛还采用了分论坛的

形式。第一分会场上半场的主题是“呼唤精品建筑，关注建

筑细节”，由崔恺大师和深圳设计院院长叶青女士主持。下

半场主题为“跨学科的建筑创作与实践”，由清华大学建筑

系主任朱文一先生和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先生主持

。上海兴田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的王兴田通过解读南通珠算

博物馆中蕴涵的如传统水墨画的意境之美，表达了建筑师立

足本土文化，突出地域文化，对传统建筑文化发掘、提炼，

用抽象的方法加以表现的设计理念。天津大学赵劲松则认为

，中国建筑界现在处于普遍的平庸之中，中国的建筑大部分

缺乏原创性，建筑设计成为了“消费品市场”里的“视觉的



狂欢”，我们只有提倡原创，在设计中注意细节研究才能够

走出这一平庸。华东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汪孝安认为建筑是

一门受控的艺术，“分工细化的团队协作制，专业化的技术

支持体系，设计及现场施工的全程控制，是做好建筑的保证

”。在这一分论坛上，与会者还讨论了绿色生态设计、可持

续营造、新的语境下建筑师应该如何应对等问题。第二分会

场上半场主题为“建筑师主导下的城市设计”，由王路和刘

先生主持；下半场主题为“城市可识别性场所的营造”，由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杨秉德先生和中南大学城市设计研

究院所长张楠教授主持。第三分会场上半场主题为“工作营

造模式与建筑创作潜力的激发”，由王竹先生和许安之先生

主持；下半场主题为“新时期下建筑评论机制营造”，由孔

宇航和李晓峰先生主持。在第二会场的讨论中，与会者普遍

认为我们的建筑应该与具体的文脉和地理环境相融洽，只有

这样才可以做出精品的建筑来。相比而言，第三分会场的讨

论似乎和建筑的实践有些游离。它讨论的是建筑的产生模式

和评论机制的问题，与会的建筑师和评论家认为中国已经到

了需要建立起完整的评论制度的时候了。本次的论坛时间虽

短，但它对于中国建筑的现状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于

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批评，来自全国的

建筑师和批评家也分别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为中国建筑

的未来勾画了蓝图：在完整而合理的建筑评价机制的作用下

饱含地域文化的精品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

来。这一蓝图并非遥遥不可及，如果我们的建筑师能够从现

在的迷茫中清醒过来，重新建立起建筑师所应有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再发掘中，找到他们与现



代建筑文化的结合点，我们的建筑时代也就到来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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