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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中国而设计：建筑大师访谈录》是《建筑大师访谈录（为中国而设计）》，书中具体收录了
《贝聿铭的寻根之路》、《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建筑的力量》、《激情与理性的编织》、《技术
之美》、《“未建成”大师》六部访谈记录文章。
　　《为中国而设计：建筑大师访谈录》适合从事相关建筑设计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吸取设计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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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贝聿铭的寻根之路大音稀声 大象无形建筑的力量激情与理性的编织技术之美“未建成”大师建筑先锋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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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香山饭店的落成典礼如果放在今天，必定是一场媒体的盛宴，可以用名流云集来形容，共襄其
间的不仅有国内的高层领导，也有许多国际名人，他们都是建筑师贝聿铭的朋友。
可惜，这一充满戏剧要素的事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甚至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
对于中国社而言，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典礼，不要说普通大众，就是建筑业界的专家也无缘参与。
不过，这种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尚未进入开放时代的中国，并不了解这些外宾如何显赫，而媒体也没有今日捕捉热点的敏锐感觉或者
机会和可能性。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奥纳西斯(此时已下嫁希腊船王)和贝聿铭一家相伴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所到
之处，无人关注杰奎琳，倒是贝家时常引起人们的围观，并非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位名建筑师，而是
他们一家具有中国人的外貌，举止和言谈却十足的外国腔。
当然，对于国内的建筑界而言，贝聿铭的到来以及香山饭店的建设，仍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大事件
，人们通过有限的渠道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事件的进程。
此时的贝聿铭已非无名之辈，在那个时代，能享有国际声誉的在世华人寥寥无几，以建筑师而言更属
凤毛麟角。
而中国建筑师除了援外项目外，几乎同外界没有任何交流。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经济的停滞，绝大多数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参与大型建筑设计的机会。
中国的建筑师们非常期待一个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名建筑师的作品，希望从中学习先进的技术、时
髦的样式和设计技巧。
尤其建筑师是一个在西方受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交融下会有什么结果，都是饶有兴味的话
题。
然而，贝聿铭给出的答案出乎人们的意料，纵观他的一生，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说是贝聿铭作为
建筑师的一个特点。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法国卢浮官的扩建等等，这些为他带来声望的作品都
是同人们的期待有所距离的结果。
香山饭店在国内受到的关注远不如其在国际上的影响，这个作品甚至被认为是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标
志，尽管贝聿铭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
但香山饭店中表现出来的对地域文化的关注，显然正是后现代所强调的特征。
当然，贝聿铭不会使用戏谑的手法，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是优雅和秩序。
如果说，一个作品以被模仿的数量来评价其成功与否的话，香山饭店不算一个成功的作品，它没有得
到广泛的模仿。
它经常被谈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似乎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解决方案。
那场无声的落成典礼或许反映了当时国内对待这座建筑的态度。
交流的双方不在一个认知平台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
数年后，北京的长城饭店施工时，国内许多高校的建筑系师生纷纷赶赴工地瞻仰，那是中国第一座全
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
两相比照，差异立见。
香山饭店在当时更多地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其建筑学意义上的评价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贝聿铭的到来是那个时代政治现实的一个写照。
二战结束不久，世界又陷入了冷战，铁幕分割了东西两大阵营，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但中苏关系的交恶，使得中国开始谋求同西方世界的接触和沟通。
传为美谈的乒乓外交是一个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
尼克松成功访华之后，美国建筑师学会试探性地向中国建筑学会发函，希望能组成一个建筑师团来华
访问，未料很快得到肯定答复并成行，贝聿铭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这是贝聿铭自1935年去美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此时是1974年，其间间隔了近四十年。
显然，中国政府对贝聿铭特殊的身份和背景深感兴趣，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尾声，长期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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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一个大国国力枯竭，转向经济建设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共同的认识。
当时，贝聿铭曾受到北京当局的邀请讨论北京的高层化问题。
然而，贝聿铭的从业经验却决定了他对在北京进行高层建筑建设的担忧。
不管怎样，来自祖国的邀请是难以推却的，因为在那一代留学西方的华人心中，学成然后报国是最正
常的逻辑。
战争阻断了他们归国建设的路，一旦历史机缘敞开了大门，贝聿铭乐于尝试。
1978年的圣诞节，他再次受到邀请，在双方接触时，他还有些犹豫，因为那是他准备陪家人度假的时
间，结果中国方面说那就把家人一起带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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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能够将境外设计在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进行一次记录和整理，对我来讲可算是一种机缘的巧合。
其实最初的构想并没有如此规模，原本只是希望能够将中国近现代室内设计的专业发展通过电视媒体
的手段展示给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行业，透过它来反映设计改变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与央视《人物》栏目的编导李冬梅聊过之后，感觉到公众更关心的是发生在身边有影响的大事或事
件。
从我所了解和掌握的专业角度和信息出发，有影响的大事或事件莫过于境外一流建筑师在中国的设计
作品。
于是，便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
在确定选题之后，我便找到了方晓风和梁雯两位同事一起合作，他们二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忘我的工
作热情，使我们的团队很快进入到工作状态。
境外设计并不单单是一种行业现象，通过三十年的开放之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社会演变的
一个折射。
这其中包含了积极的因素，但也反映出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问题。
作为政治开放的一个标志，设计开放走在了许多其他领域开放的前面，境外设计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急先锋。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境外设计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建筑业的普遍现象。
我们希望通过对境外设计这一现象的深入调查和剖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看待中国建筑业的整体水平
，有益于我们对未来如何发展进行思考。
作为当前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全球化的影响已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
全球化引起的世界文化趋同性以及日益密切的国际交流促进了境外设计师作品在中国的大量出现。
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走访与拍摄，我们与那些早已仰慕已久的大师近距离地进行了接触与交流。
但愿我们的成果，能够以中立的立场对年代顺序中的重要节点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项目进行忠实的记
录，全面回顾境外设计在近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总结境外设计的得与失、利与弊，以境外设计为切
入点，解析建筑同社会文化的关系，展示重大项目的决策和设计过程。
在这里，希望借助本书的出版对下列专家、学者表示我们真诚的谢意：苏丹、王明贤、崔凯、孟建民
、马国馨、郑曙肠、魏斌、万嗣铨、王越、赵伟东、王碾云、吴耀东、陈圣鸿、陈跃中、李兴钢、王
辉、卢正刚、赵小均、王敏、方振宁、朱培、T##a、张辉、黄捷、刘年新、崔冬晖、梁华、姚冬梅、
刘娜、戴智康、胡倩⋯⋯最后，衷心感谢 RogerHowie、KatyHarris、JanKnikker、Sara、Loepfe
、Robinson，SimonYu，SabineFavre、AmyHawkinson、Nancy、阮吴、何夏昀、田园、张梁、陈曦蒽、
张潇兮、王悦、李诗雯、黄智勇、苏靓，正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本书才能够以如此丰富的面貌展现给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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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中国而设计:建筑大师访谈录》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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