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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益崛起的中国，大多数城市却千篇一律。
其中的重要问题是，绝大多数建筑要么追求现代特征而缺乏地域性，要么因循传统建筑而缺乏时代感
。
本书旨在引导性地探讨如何对二者进行较好的融合，并将相关建筑命名为“新中国风建筑”。
    本书着重讨论了“新中国风建筑”的主要类型——抽象模仿传统建筑特征为主的“形之‘象’”的
现代建筑与脱离象形的、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时代建筑。
在上篇，根据建筑创作的方法，结合实例，对“形之‘象’”的现代建筑进行了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下篇。
在下篇，探讨了“意境”与中国传统色彩在现代建筑运用的原则及其特征；结合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
中国传统美学精神，提取其中重要并适合现代建筑表达的范畴——“崇尚自然”、“中和”、“虚静
”、“阴阳”、“模糊”、“气韵生动”、“混沌”，分别研究了相应的哲学与美学思想，并结合实
例，探讨如何在现代建筑中表达相应的精神或美学特征。
其中，认为中国古代“放逸”、“混沌”思想分别与解构主义、非线性思想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架起了“新中国风建筑”与世界最新建筑潮流结合的坚实桥梁。
    本书理论与实例密切结合，融研究性与实用性为一体，可供相关学者进一步研究，对广大建筑师、
建筑学专业学生多有裨益，也可供城市规划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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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新中国风"建筑的意义　　1.1.1　社会意义　　在这里，将新“中国风建
筑”定义为：主要利用现代建筑技术与现代建筑材料，具有鲜明中国特征（包括中国各地地域特征）
与鲜明时代特征、能够表达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特征的当代中国建筑。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包括中国本土文化在内的许多围家的地域文化有着被淹没的趋势，
在欠发达围家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面对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冲击，欠发达国家本土文化吸引力明显减弱，许多人甚至因此逐渐丧失
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受到受到严重削弱。
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地域文化与地域经济地位紧密相连。
虽然中围文化博大精深，但由于当代中围仍然处于经济欠发达状态，所以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吴良镛所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给地域文化发
展以新的内容、新的启示、新的机遇；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沟通，也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所贡献
。
但是⋯⋯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似乎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
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若不自觉地进行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
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当然不能算是‘弱势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缓慢
、科学技术落后，中国文化仍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而“强势”文化如美国则充分利用其建立在强大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优势上的文化优势，借助大
众文化的传播，大力推广美国文化的全球化。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耶马在一篇题为“世界的美国化”的文章中所说：“美国的真正‘武器’是好莱
坞的电影业、麦迪逊大街的形象设计和马特尔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生产线。
美国制作和美国风格成了全球标准，这是使这个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美国化的重要因素。
”当好莱坞的电影、迪斯尼的卡通形象、可口可乐与麦当劳的产品，以及占尽风头的“美国化”建筑
风格等为代表的美国大众文化在全世界风行无阻的时候，美国文化包括美国国家形象、美国的价值观
与生活方式等便在“文化弱势”国家人民的心中大面积地扎下了根，美国借此便可以更为顺利地在“
弱势”国家谋求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国际建筑风格的巨大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逐渐变得干篇一
律，失去性。
遍地开花的“新建筑”，很少能开出具有地域特征的花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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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风：建筑设计导则》在论述了相应的建筑意义、建筑发展与研究状况（第1章）之后，
简要梳理、归纳新中国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抽象表达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特征的现代建筑（第2
章）然后，在整体上论述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与中国美学基本精神（第3章）其后，论述现代建筑的
建筑意的特征，论述对“新中国风建筑”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国传统色彩的现代建筑运用（第4章）其
后各章分别进行的“表达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建筑”建筑意的具体论述。
其中，首先分别论述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中的相应思想基础——建筑意境的深层所指，分别论述其中
相应的中国传统美学特征及其在中国传统建筑的相应表现（如果明显存在），以供“表达中国传统美
学精神的现代建筑”的建筑意象研究之参考。
其后，再研究“表达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建筑”相应的、可能的基本形式特征——基本建筑意象
（第5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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