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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是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建筑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作为这种活动之成果的建筑（包括
城市），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载体。
这似乎已经是许多人都具有的一个共识了。
但是在现时代，建筑文化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又确是一个许多人都不曾深入考量的问题。
其实，这恰恰是我们谈论建筑文化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一个具有真正重要性的问题。
因为建筑文化--远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作为物质形态的“建筑”--构成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它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或者说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状态。
正是建筑文化同人类生存状态的这种深层的联系，赋予了建筑文化以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和深厚的人文
内涵，而这种联系本身在20世纪所表现出的种种变化和发展趋向又显示出了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特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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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　　要深入讨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进程，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现代建筑
的源起。
对于今天我们生活的环境和这种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现代建筑，大家无疑都是十分熟悉的，但是对于它
们在大约一个世纪前所经历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在近一百年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承载的意义，就并非每
个人都认真思索过。
实际上，正是这种变化奠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重要基础，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形式
和内容，其影响远远超越了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作为一种物质文明的“建筑的”阈限。
同时，因为这种变化是一场世界性社会变革的组成部分，要深入准确地理解、把握它，就同样不能不
把它放在世界建筑发展的背景和格局中去考察。
在谈到世界当代建筑的变迁及其意义时，美籍设计和建筑史学者王受之指出：　　我们现在生活和工
作的物质世界中，建筑占有最显目的地位，也占有最重要的功能。
而绝大部分我们使用着的建筑都是在20世纪建造的，这些建筑与传统的建筑截然不同，具有自己独特
的面貌。
它们大部分采用混凝土预制件、大平板玻璃、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具有简单的几何外形，绝大部分
没有任何传统的形式，大部分没有细节装饰，因此具有高度理性的、功能主义的特点。
无论是高层办公楼宇还是公寓，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公共图书馆，这些建筑都具有非常接近的风格。
并且，世界各地的建筑都趋于相似，从北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东京到洛杉矶，从赫尔辛基到魁北
克，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外，所有的现代建筑都具有非常相似的面貌。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建筑环境中间，而这个人造的环境是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完成的，特别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完成的。
现代建筑和现代城市规划影响到地球上几乎　　任何一个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影响
到人类的交流、工作、生活和娱乐方式，影响到人类的价值观、美学观、思想方。
⋯⋯现代建筑从广义来说，是讨论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侧面之一。
　　那么，现代建筑是如何发挥出这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的呢？
我们知道，现代建筑和现代主义建筑，是既具有内在联系但涵括的内容又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
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建筑”是一个具有时间阶段性特指含义的概念，即指现代，特别是建筑在脱离
了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建筑影响以来的整个发展阶段的所有建筑和建筑活动，就世界范围而言，时间
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直至目前；而“现代主义建筑”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建筑运动以及它所代表的风
格的特指术语，是指20世纪初期在德国、苏联、荷兰等国家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左倾趋向的知识分
子精英所探索和创立的建筑方式和建筑思维方式，具体体现在其建筑观念上，首先是它认为建筑应该
具有其明确的服务对象一一它必须为广大的普通民众设计和建造，因此自然形成了其注重生产和建筑
成本的基本要求，导致的自然结果则是形式上简单明确、反对增加成本的装饰性、采用新的工业建筑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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