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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本书　　这本文集收入我的数十篇文章，按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西方现代建筑研究；二
、中国近代的建筑转型与转轨；三、当代城市风貌的变化：历史性的扬弃过程；四、若干建筑理论问
题的探索。
　　这些文章写作时间的跨度达五十年。
我们知道，建筑学是演变性很强的，过去半个世纪，世界不停地变化，中国的转变尤其显著而剧烈，
时过境迁，很多事物成了明日黄花，这些文章当然不例外。
　　不过，失去实际效用的文章，作为一种思想载体可能还有某种历史价值，例如，对于有需要和有
兴趣的人，可以作为思想资料，对他们的思考起助力作用，并由他们进行证伪或证实。
　　家有敝帚，我并未亨之千金。
下面是对我的建筑史教员生涯的一点回味。
　　上岗　　20世纪50年代初，我留校做助教，先在城市规划教研组，50年代末，正在有劲的时候，
我被调到建筑历史教研组。
工作调动是常有的事，没有话讲，去就去吧。
　　我分担外国现代建筑史的教学。
上课在即，赶紧备课。
备课首先要有书藉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边倒”（倒向前苏联），抗美援朝开始后，西方建筑的资料断绝，幸亏建筑
系在解放前进了一点关于欧美现代建筑的书籍，我赶紧找出来阅读。
　　系里有一台梁思成先生从美国带回的幻灯机，放玻璃幻灯片，又可以反射书上的图片，我从洋书
上翻拍一些黑白玻璃幻灯片，再带一堆洋书，勉勉强强地讲起课来。
幻灯机大而重，玻璃幻灯片也相当有份量，从系馆搬到另一座楼上，下课再搬回来，上楼下楼很吃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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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加快，西方建筑师不断涌人中国市场，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趋势，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建筑文化愈加引起建设者的重视。
当前，中国建筑师去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技术的同时，应深入学习、领悟中国本土
的建设思想理念和传统建筑文化。

建筑要有地域特色，中国城市和建筑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曾带来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城市建筑类似、雷同，缺少地域特色，缺少文
化内涵，城市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民族文化、传统建筑文化的回归。

本书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汇集了作者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研究、近代中国建筑的转
型与跨越、当代城市风貌的变化：历史性的扬弃过程、问题探索四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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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焕加，1929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及建筑历史教学
。
曾在罗马国际文物保护中心研修，在美国耶鲁大学及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理事，中国建筑师学
会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世界建筑》杂志编委会前主任。
著作有《外国近现代建筑科学史话》《外国近现代建筑史》《国外著名建筑师丛书：雅马萨奇》《欧
美建筑外观与环境空间》《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20世纪西方建筑史》《论现代西方建筑》《中国
建筑：传统与新统》《西方现代建筑的故事》。
建筑作品有辽宁闾山历史文化风景区山门与景点建筑群（指导）、山东广饶历史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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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篇 西方现代建筑研究
1.百年回眸——20世纪西方建筑纵览
2.结构科学的兴起
3.摩天楼的出现
4.近代建筑革命
5.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
6.现代建筑的报春花——伦敦世博会水晶宫
7.巴黎三座建筑
8.赖特的流水别墅
9.纽约联合国总部建筑群
10.贝聿铭与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
11.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与一种建筑思潮
12.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政治中心
13.论朗香教堂
14.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始末
15.论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16.建筑与解构
17.美国建筑师盖里的创作路径
18.(当代西方)20世纪后期西方建筑审美意识的变异
19.建筑趋势与社会趋势
20.建筑风尚与社会文化心理
21.缤纷世界，缤纷建筑——世纪之交的建筑场景
第二篇 近代中国建筑的转型与跨越
1.《中国建筑·传统与新统》前言
2.中国建筑的传统与新统
3.也说北京四合院
4.沧桑百年——20世纪的中国建筑
5.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
6.关于建筑中的“欧陆风”
7.对国家大剧院建筑方案的看法
8.标志性建筑的五十年
9.关于新、奇、特
10.想起唐朝
11.我看老宅子
12.我们的建筑观念——三十年来的变化
13.梁思成——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
14.戴念慈与中国当代建筑
15.解读莫伯治
第三篇 当代城市风貌的变化：历史性的扬弃过程
1.古都应有新貌
2.古都必然有新貌
3.变化中的北京城市面貌——一个扬弃的过程
4.北京城市风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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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与人——关于北京城
6.我看周庄
第四篇 问题探索
1.Architecture的本义是什么——建筑学问题之一
2.建筑理论是什么
3.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耦合体
4.建筑美在哪里——建筑学问题之二
5.怎样理解建筑的形式美——建筑学问题之三
6.形式跟从功能吗
7.建筑与接受理论
8.西方“现代派”建筑理论剖析
9.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建筑创作一瞥
10.建筑的复杂性(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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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8年3月在伦敦泰特美术馆举办过会期一天的解构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上午讨论建筑艺
术，下午讨论画和雕刻。
同年6月，纽约现代艺术展览馆举办解构主义建筑展览，展出七位建筑师的建筑作品的模型和图画。
从此解构主义建筑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什么是解构主义建筑的原则和特征，至今仍无公认的看法，有的论者的见解虚玄深奥，非常难懂
。
事实上，纽约展览会展出的十位建筑师的作品，都是先前发表过的，原来并没有戴解构主义的帽子，
有的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解构主义建筑师。
另外有的论者认为解构主义建筑的系谱可以上溯到20年代前后俄国构成主义派的雕刻和未实现的建筑
方案。
　　美国建筑师埃森曼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术馆、瑞士建筑师屈米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和德国建
筑师贝尼希（Gunter Behnisch）的斯图加特大学太阳能研究所，现在比较多地被认为是解构主义建筑
的例子。
我们从这几座以及其他的解构主义建筑中看到的最突出之点是建筑师极度地采用歪扭、错位、变形的
手法，使建筑物显出偶然、无序、奇险、松散，似乎已经失稳的态势。
这种“解构”式的处理不可能行之于真正的房屋结构之中，不可能行之于房屋设备的机器管线部分，
也不可能把建筑物起码的实用功能消解掉，这种建筑的真正结构还是牢固的，水管并未破裂，空调仍
起作用，房间依然可住可用。
所以那些“解构”式的处理涉及的基本上是形式即模样的问题。
在建筑中，被解构的非工程结构之构，实乃建筑构图之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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