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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祁嘉华教授的俭朴、平实和执著奋进，给我的印象一直很深。
我和他平时很少见面，一旦相遇，两人的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学术研究展开。
他喜爱将美学与实际相结合，在上个世纪末就出版了服饰美学方面的专著。
新世纪伊始，他又为自己确立了“与学校强势专业相结合”的科研意向，从美学的角度切入建筑学。
短短的几年间，他便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建筑美学”和“人居环境美学”两门新课，同时为博
士生开设了建筑文化方面的专题讲座，为学校与“中冶集团”、“海螺集团”、“酒钢集团”等企业
举办的高层培训班讲授建筑欣赏。
2007年12月，他的《中华建筑美学》出版发行，引起了建筑界的密切关注，此后，约稿、采访、联袂
合作者不断登门。
2009年，他创建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组成了一支有实力的学术梯队。
不久前，他给我送来了自己的新作《建筑的三个看点丛书》书稿，并嘱我为其作序。
面对厚厚的一摞书稿和他那诚挚的目光，我能想象并体会到他所付出的辛劳，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起
一种伴随着感动与敬佩的心绪。
《美眼看建筑》、《醉眼看建筑》和《冷眼看建筑》，从名字上就能反映他对建筑的关注已经不是一
个单纯的平面，而是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更大视野。
在他的眼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造型，其中体现着美的规律和形式；建筑还是一种艺术现象，同样可
以陶醉人的心灵；同时，建筑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其中有着说不尽的内涵与外延。
能将建筑进行如此多角度的品鉴与思考，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知识底蕴，更需要大量的实际考察，绝不
是坐在书斋里读几本书就能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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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实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建筑。
这里的文字，就是对建筑之美有所发现和感悟的记录。
其中有对校园之美的品评；有对城市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美学要素的提炼；有对古遗址之美的定
位；有对城中村建筑的怀念；有对庙宇环境的品鉴；有对山川古地家园的眷恋；有对无言陵墓的畅想
；有对祖先建筑智慧的欣赏⋯⋯总之，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建筑现象，在这里成为了一个个审美对
象，成为我们获取审美感受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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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主任。
新世纪以来出版《中华建筑美学》、《设计美学》等专著200余万字，发表《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
、《文人园林的诗意之美》、《城市化建设中的文化思考》等论文60余篇。
自2005年至今，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省部、学校及其他级别的纵、横向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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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建筑美的三个层面2 关于建筑美学的对话3 说不尽的唐家庄园4 如画农庄袁家村5 一个绿色的家6 人佛
建筑两相宜7 风水是个好东西8 我眼中的学校新大门9 从校园无处不成荫想到的10 城市的表情11 古遗址
的诉说12 有这样一座城市13 这里的风光别样浓14 建筑中的人性表现15 建筑与服装16 城中村：想要忘
掉不容易17 西安城市广场漫笔18 钟楼的记忆19 党家村中天地人20 党性人家眼中的党家村21 一桥飞架
在安康22 晋祠寻“根”23 乔家大院寻美24 无言陵墓写千秋25 陇上古宅韵悠长26 欧韵青岛27 一座承载
家族灵魂的宅院28 山川古地的人文味道29 大山深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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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天降甘露，地出礼泉。
距西安市60公里的西北方向，是自古有名的祥瑞之地。
唐代的开国皇帝就埋葬在这里，后来的唐肃宗在建造陵墓时又留下了大量石刻群，与昭陵一起记载着
唐王朝的历史印迹。
20世纪末，这里又曾经以大办乡镇企业有名，后以遍种苹果致富，在陕西这块喜欢看天吃饭，安贫乐
道，素以安稳著名的土地上一花独秀，崛起了一个享誉全国的袁家村。
了解袁家村是在媒体上，一个只有60户人家，人均耕地一亩多一点儿的村子，新世纪前后竟然办起来
了水泥厂、制药厂和地产公司，甚至开始涉足影视行业，富甲一方。
唤起我兴趣的不是这个村子获得的赫赫成绩，而是这个村子的发展思路，一种敢于摆脱面朝黄土背朝
天的小农意识，按照时代步伐建设新家园的勇气和智慧。
8月11日，我们一行驱车近两小时，前往袁家村进行实地考察。
与关中地区“有树就有村，门口连地头”不同，绿色覆盖的平原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座气派的仿
古门楼，歇山顶下是一块匾额，上书“袁家村”三个大字。
（图4-1）进入村子，平整的水泥路，挺拔的行道树，两侧是统一规划建设的二层连体住宅，外有瓷片
贴面，一色的合金门窗，干净、整齐、安详构成了这里的主要氛围。
从建筑形式上可以看出上个世纪的影子。
不过，依关中地区农村当时的经济状况，能达到这样水平的农庄建设，恐怕只此一家。
走不远便看到了一处老旧的门脸，上面写着“村史馆”，是记载袁家人创业历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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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12月，本人的《中华建筑美学——风水篇》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很快便有报社的记者
找上门来，想了解一下学者眼里的风水与风水先生眼里的风水有何不同。
参加这次访谈的还有建筑学院的王军教授。
访谈结束，王教授邀我再给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专门开一次建筑文化方面的讲座，我欣然答应了。
记得那次讲的内容是“从居住环境选择，看中华民族的美学心理趋向”。
可能是由于角度与观点的新颖，来了很多学生，反应也异常活跃，时间也只得一拖再拖。
那次讲座以后，先后有不少学生到家里来讨教，其中有学建筑的，有学环境设计的。
这其中，建筑学院岳邦瑞博士的来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从古到今，话题一直围绕着建筑。
临走时他告诉我，以前建筑在他眼里是冷冰冰的，现在看到了温度。
他认为我是在引导他用美眼看建筑。
后来又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有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文字和图像材料，参加了一些古遗址开发方
面的论证会。
面对那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巨大投资，来自海内外的设计方案，铺天盖地般的广告宣传，眼花缭乱之
余也不免产生了一种担忧——担忧古遗址的文化韵味被这样的操办变了味道。
至今我还记得，在一次据说有几百亿投资的项目论证会上，我的一番关于古遗址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
产，不管是修建还是恢复，在征集各路专家意见的同时，切不可忘记了征求祖先意见的谈话，引起了
主持人的一再追问。
在他看来，有外国专家参与设计可以提高该工程的知名度，而我却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
建筑设计人员会像祖先那样了解这些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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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眼看建筑》：汽车一直顺着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地行进着，绕过长长的山路，接着便是开朗的农田
，一块块的油菜花色彩绚烂，一间间的农家屋舍掩映其间，构成一幅色彩宜人的风景画。
这样的景致使我想起了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的生花妙笔：“初极狭。
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
自乐。
”这一切告诉我，目的地快到了青木川地处汉中市宁强县这里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气候宜人，土地
肥沃，有陕西小江南之称，人们的生活习惯、乡土风情也和关中地区截然不同，当然，在家园建设上
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爬上周边的山坡，居高临下，整个古村落的建设格局便可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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