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德侬文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邹德侬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560979434

10位ISBN编号：7560979432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邹德侬

页数：352

字数：51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德侬文集>>

前言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决定出版这样一部&ldquo;建筑名家&rdquo;的《文库》，无疑是一件空前的文
化盛事，我惊叹决策者的魄力，甚至还觉得此举有些许悲壮，因为它注定不能引发&ldquo;轰
动&rdquo;，也注定是桩&ldquo;只赔不赚的生意&rdquo;，而&ldquo;轰动&rdquo;和&ldquo;赚钱&rdquo;
几乎是当今人们做事&ldquo;成功&rdquo;的唯一标志。
　　一个时期的建筑设计，正处在&ldquo;样本&rdquo;压倒&ldquo;书本&rdquo;，开发商和长官联手指
导建筑师搞设计，国外&ldquo;明星建筑师&rdquo;居高临下、强词&ldquo;夺标&rdquo;等等奇特境地。
专业的中国建筑师声音，被逼到了边远的&ldquo;墙角&rdquo;&mdash;&mdash; 建筑理论旁落了。
　　若干年之后如果有人问，在当年那个如火如荼、世界第一大的工地上，中国创造了什么样的建筑
文化？
人们可以遥指窗外那些耸入云天、覆盖大地的伟大建筑，而反映这一过程的建筑师著作、思想和声音
，就不那么好追寻了。
这部《文库》的出版，记录了这个时期部分建筑师的建筑思想，不论大家伙儿说的啥，全不全，对不
对，都会为后人追寻这个时代提供些生动的建筑文化素材。
为此，我们应该由衷感谢《文库》的策划者和实行人。
　　借《文库》做我《文集》的机缘，我在审视自己文章的同时，也联想到我的点滴建筑生涯。
20 世纪50 年代读建筑学专业的那个环境，不但与欧美发达国家隔绝，而且与之在政治上尖锐对立。
我这样的学生，要留学欧美是妄想，要留学苏联不够格，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没有任何出国开眼界的
可能。
但是，青年人渴求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从未泯灭。
那时，只能是在个别教师暗中指导下，从门窗缝里窥视世界。
有了这番经历，才有改革开放之后对外国建筑知识&ldquo;恶补&rdquo;的事儿，才有了翻译《西方现
代艺术史》和《西方现代建筑史》这两个&ldquo;大部头&rdquo;的那股&ldquo;疯狂&rdquo;劲儿。
这是我建筑学术生活的重启，是我迈出建立现代国际视野的决定性的一步，在后来的工作中，受益匪
浅。
　　此后，由于教学的需要，我继续关注外国先锋建筑理论的引进问题，这个《文集》第四部
分&ldquo;中外现代建筑之比较&rdquo;，包括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含蓄地批评当时引进&ldquo;
解构主义&rdquo;不严谨的文字，因为引进理论的学者们威望实在太高了，我是他们的&ldquo;粉
丝&rdquo;，不敢正面相觑。
在以后的许多讲座中，我才明确证明&ldquo;后现代&rdquo;和&ldquo;解构&rdquo;其实是一个东西，不
是流派的轮替。
对印度现代建筑的研究，起步于20 世纪90 年代初，经过两轮工作，写出了《回归》和《对话》等文章
以及专著《印度现代建筑》，自认为在当时那是较为系统的成果。
　　我接触&ldquo;中国现代建筑史&rdquo;课题，实在太偶然了。
一个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当了17 年&ldquo;美工&rdquo;的建筑专业&ldquo;边缘&rdquo;学子，一下子
闯进了管理全国建筑设计的核心地带&mdash;&mdash;建设部设计局，而且我不知深浅，不自量力，竟
然干起连许多真正有资格的专家也不愿插手的事儿，真是应了那句话：&ldquo;无知者无畏&rdquo;。
但有龚总引领，有合作伙伴的帮扶，自己做事也如履薄冰，总算是协力完成了大百科全书&ldquo;中国
现代建筑史&rdquo;条目的写作任务。
这个条目、《文集》的第二部分所载&ldquo;中国现代建筑史（1949-1984）的分期及其他&rdquo;以及
专著《中国现代建筑史纲》，是这次学习式合作的成果，整个过程，都已写在纪念龚总的文章里。
这个项目虽由官方支持，但文章的观点基本是独立的，我们为新中国成立之初被认为是&ldquo;阶级敌
人&rdquo;的&ldquo;方盒子&rdquo;现代建筑正名，质疑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建筑理论，对建筑的观察
紧密结合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起伏，紧紧抓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创作的现代性等等，这在当
时&ldquo;反自由化&rdquo;&ldquo;反精神污染&rdquo;的社会背景下，是要有点儿勇气的。
　　我原想再借助建设部设计局这个宽大的平台，继续中国现代建筑史的研究，怎奈政府机关时过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邹德侬文集>>

迁，不可能盯在这一件小事儿上，就此大体结束了这次重要的合作。
大约在1986 年，我进入了彭一刚先生主持组建的研究室，在科技局支持下，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的资助下，当然还有彭先生的扶持，我和我的学生们开始了独立研究。
此间完成了《现代美术全集&middot; 建筑艺术卷》共四卷和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建筑史》。
这个《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自信这些文字有独立的学术立场，例如我把中国现代建筑重归世界现代运动的同时，大力鼓吹把中国
现代建筑史和近代史合而为一。
　　我从读书时起，就对建筑基本理论、现代建筑理论与评论怀有浓厚兴趣，这方面的议论，都列在
《文集》的第三部分里，事实上，与第四部分内容难以区隔。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大多新潮理论文章十分难懂，似乎文章越难懂，理论就越高深，我对此耿耿
于怀&mdash;&mdash;干吗要把盖房子这么具体的事儿搞得如此神秘？
我在工厂的经历告诉我，你给工人讲理论就要准备好当场接受尖锐质问，说词含糊不得。
同时我也敬佩赫胥黎这位&ldquo;不可知论&rdquo;的发明者，为他的理论最可知、最通俗而感动。
所以我写　　下了那些有关先锋理论的文字，鼓吹理论应可知、可行以及有服务性。
我的那个开放性的理论框架，是自己将近20 年的积累，对我的理论教学有明显助益。
我鼓励学子建立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使个人的思想形成自己特有的体系。
他们的框架作业，五花八门，有趣极了。
　　1975 年夏，我有幸跟随吴冠中先生崂山写生，此后书信往来不断，直至20 世纪90 年代，他大约给
了我70 封信。
我将其中的66 封编成了《看日出》一书，以纪念这位2010 年离世的美术界鲁迅。
多年来，我主要关注他&ldquo;中年变法&rdquo;后的一些动态，也希望他的艺术对建筑师的创作有所
启示，我们的建筑创作普遍缺乏吴冠中艺术中的&ldquo;魂&rdquo;&mdash;&mdash; 源于生活的创造，
直奔现代的创造。
在第五部分收入了几篇文字，吴先生曾把《启示》一篇，收入他的文集。
《看日出》的序言，是我最用功写作的文章之一。
　　我在《看日出》里曾经写道：青年时拥有未来，老年后拥有过去。
进入耳顺之年后，一想到过去，尽是老师之恩德，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以及工作之后社会的。
师恩，如默默细流，汇若涌泉，滋润学子心田。
所以我很愿意在这个《文集》里，抒发一点对老师的感恩情怀。
我乃普普通通一介书生，没有传奇，只好把过去写的几篇回忆自己当学生的文字放在这里，作为开篇
第一部分&ldquo;来自艺徒的学习记忆&rdquo;。
《四方机厂师友多》是特意为《文集》写的。
在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厂里，我受到很有益的锻炼。
严格的管理和纪律，机械行业精细的技术体系，老工人和老知识分子教诲，素质优异的青年同事和工
友们的帮助&hellip;&hellip;使我终身受益，虽然在工厂一待17 年，太长了些。
　　审视自己的这些文章，有的悔其少作，有的敝帚自珍，但都是出自内心的独立思考，可能有错误
，绝对无假话，这也是我愿意示人的主要原因。
至于那个&ldquo;大家&rdquo;的名义，实在羞愧难当！
好在&ldquo;大家&rdquo;的通常含义是&ldquo;大家伙儿&rdquo;的意思，我希望众多的建筑人&ldquo;
大家伙儿&rdquo;一齐关注中国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
　　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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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为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现代建筑理论与评论、中外现代建筑研究，以及对吴冠中艺术的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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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938 年生于山东省福山县,
1962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

研究方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中国现代建筑
史，西方现代建筑及西方现代艺术；
英译译著：《西方现代艺术史》《西方现代建筑
史》（与巴竹师等合作）等6 种；
学术专著：《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国现代美术全
集· 建筑艺术卷2-5 卷》等14 种；
建筑作品：青岛山东外贸大楼、南开大学经济学
院、天津大学建筑系馆等20 余项；
主要获奖：《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获教育部自
然科学一等奖（2002）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提名
奖等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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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对吴冠中艺术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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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名家文库：邹德侬文集》总结了邹德侬先生核心的建筑文章。
其中中国现代建筑史研究部分，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外建筑理论的研究为中国建
筑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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