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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元化倾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事实，具体体现为宏大叙事的诉求、私人话语的探
索以及商业化的建筑运作。
然而，表面的多元化创作和建筑领域的大规模建设最终产生的是一种有着相似面孔的建筑作品，由于
这些建筑的数量之大导致了建筑的一种平均化现象。
平均建筑反映的主体——人（无论是使用者还是设计者）也是一种平均的人，它表现为建筑师的认同
危机。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认同包括个体的认同与群体的认同，也包括外在的认同与
内在的认同两个方面的内容。
外在的认同通过职业角色来体现，内在的认同是“自我”的认同。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认同不仅是职业角色的认同，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自我认同和作为交流的符号——建
筑作品的认同。
当代中国建筑师由于主动性的丧失而被强势文化塑形和建构，结果必定是一种悲剧——弱势文化只能
通过一种镜像身份，而非真正的主体身份完成自我建构。
这种镜像的自我认同是一种以他者为参照的永远无法获得满足的渴求，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的精神磨难
。
在自我认同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凸现了主体间平等对话的意义，它促使中国建筑师走出封闭的镜像的自
我，在平等的竞争中不断建构自己的身份。
而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它应该融人到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化进程之
中，通过创造赋予知识生命的特征，它立足于岗位，并在此基础上促成建筑师人格的实现，即精英意
识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它是建筑师的知识服务，艺术家的创造力，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三者合力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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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现象。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认同不仅是职业角色的认同，也包括了建筑师的自我认同和建筑作品的认同。
本书内容包括绪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建筑师、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危机、
当代中国建筑师的职业角色与自我认同的个案研究。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建筑理论工作者、建筑院校师生员工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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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的关注程度，对个体与群体的心性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导致我们对个体的“现代性”研究只
能停留于泛泛而谈的“现代人”这一抽象概念，无法深入到微观的个体当中。
这种个体是具体的人，个体的研究也就是人的研究。
即使借鉴西方的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成果，也忽略了社会结构差异等背景条件对个体
的影响，因此完全“西式化”的方法和数据也不能推导出非常令人信服的结论。
立足于个体、群体的人的微观研究侧重于个体的精神、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在社会历史的
前置背景中，个体只有通过自身形成与外界同一的整体关系，才能获得个体真实的经验。
人的存在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世界之中的存在，他从一诞生开始，就处于一个“关系”的世界之中，
即个体与自我、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之中。
全球化与现代性促进了个体的发展，致使社会结构的关注点由宏观转向微观的个人行为与个人之间的
互动。
近现代欧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清晰地论证了这一转变。
传统的宏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功能主义理论、进化论等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模式的架构。
微观的研究理论则致力于探索人类个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即人类社会相对独立发展的个体如何互相沟
通与联系，在个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中获得一种个体与总体的平衡。
这种微观的理论研究方式逐渐渗透到了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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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建筑，作为艺术的一个命题，具有公共性。
它的公共性体现在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对生活世界中大多数人的关注。
中国的建筑总体上说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对生命的麻木与漠视，它忽略了生活中多数人的感受。
在表面的浮华与喧嚣背后，遮蔽了生命中对本体的思考。
当贾樟柯用他的镜头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真实的芸芸众生的场景时，他不仅仅揭示了当下的社会现实
，更是体现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
在这真实的人性关怀中，宏大叙事和“奇观化”的社会场景轰然坍塌。
《站台》、《世界》、《三峡好人》这些貌似“边缘”的作品所构筑的真实场景，触动了我内心深处
最敏感的神经：在那些沉默的小人物当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己的生活。
建筑之外，文学和电影是我在业余生活中经常关注的对象，我经常阅读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它们往
往有助于我理解一部作品。
在文学、电影、绘画和建筑之间，有一种“家族相似性”，对文学和电影理论的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我的写作。
文学和电影以直面现实的方式叙述人们的生活状态，建筑师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叙事方式来表达我们的
“先锋”意识？
表达对真实的社会状态的关注，尤其是表达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实验”电影导演已经为我们展示了“突围”的可能，我们期待着建筑师的“突围”，更期待着艺术
家整体的合力作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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