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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于1924年出版的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无疑对苏联建筑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使人大惑不
解的是，这本书竞要在将近六十年之后才有英译本。
金兹堡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不仅仅由于他当过领袖，写过理论，而且由于他是一位同样活跃的
建筑9币，因此，这个失误尤其使人难以理解。
金兹堡是那种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建筑师，他坚持创作，又能找出时间来争论，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果要找一位当今能够跟他相当的人，那只能到意大利、德国或者日本去找，可能，正是金兹堡广泛
的多方面的成就一一知识渊博，理论透辟，创作又硕果累累一一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个译本出现
得如此之晚，因为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圈子里，理论和实践的这种结合，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尊重。
即使在当前介绍他的生平的著作里，也可以观察到这种偏见。
这些著作都倾向于肯定他创建了现代建筑师协会，主编了《现代建筑》杂志，而没有足够估计他在住
宅研究方面开拓性的工作，那是在他领导之下给苏联建设委员会做的。
在1923至1927年问，他参加了大约十四次设计竞赛，在竞赛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出色设计，其中
有两次，跟伊·弗·米利尼斯（I.F.Milinis）合作的，成了构成主义的样板作品，它们是：1930年建于
莫斯科纳尔可夫街的纳尔可夫实验住宅楼和1931年完成的阿拉木图政府大厦，后者是苏俄第一批受到
勒·柯布西耶的词汇和语法影响的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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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集中概括了革命后头几年里苏俄先锋文化中大量涌现的纲领，比当时所有的著作都更全面透彻
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它从建筑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出发，阅明建筑在社会方面和技术方
面都合理化的必要性和途径，现代建筑要组织新的生活，给新生活以形式。
这本书很雄辩，表现出作者的博学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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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华，1929年生于浙江，1947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9年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
，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陈志华在4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讲授过苏维埃建筑史，外国古代建筑史、建筑设计初步、外国造园
艺术、文物建筑保护等。

    他的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外国古建筑二十讲》、《意大利古建筑散
记》、翻译了《走向新建筑》、《俄罗斯建筑史》、《建筑艺术》、《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建筑流派宣
言和纲领》等书，还编译了一本《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
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大约100万字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评论文章、杂文随笔等，一部分汇编
著成《北窗杂记》。

    近年来，他和楼庆西、李秋香一起研究乡土建筑，已经出版了几部专著：由他执笔的撰文有《楠溪
江中游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新叶村乡土建筑》、《张壁村》、《福宝场》等。
 
    金兹堡，（1892-1946），苏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
曾在法国和意大利求学，后在俄国读土木工程，于1917年毕业，1923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全俄农业展览
会上设计克里米亚馆，同年，与维斯宁兄弟一起酝酿着构成主义的早期理论。

    金兹堡吸收现代建筑思想，其中包括法杜埃斯堡的《风格》。
1924年，他把在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里所做的报告整理成了《风格与时代》一书。
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现代建筑师协会”，金兹堡任副度席并任协会刊物《现代建筑》的主编，
除了理论工作之外，金兹堡主要从事新型的住宅研究和设计。
1930年5月后，其学术主张和理论受到了批判，去世之前，默默地工业建筑和居住建筑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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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言著者小传前言风格建筑风格的要素风格演化中的延续性和独立性希腊——意大利“古典的”思
想体系和它的现代遗产新风格的前提条件机器机器的静力和动力特点建筑中的结构与形式工业和技术
的有机体新风格的特征图版，回顾现代俄国建筑师作品中的新风格译后记附录 1 苏联早期建筑思潮—
—兼论我国现代建筑附录 2 构成主义和维斯宁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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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如果一个真正现代的旋律跟劳动的旋律和当今的喜悦一起和谐地在一个现代形式中回响，那么
，它最终总要被那些以他们的生命和辛劳创造了那个旋律的人们听到。
可以说，艺术家的劳作和其他人的劳作在那时将走向同一个目标，所有的线最后都交于一点的时刻必
将到来，那时候我们将发现我们的伟大风格，在那风格里，创造和思考将交融在一起一一那时候，建
筑师所画的设计跟裁缝师傅所做的衣服将是同样的风格；那时候，唱诗班的圣歌的旋律很容易跟杂七
杂八的小调的旋律一致；那时候，庄严的历史剧跟街头的滑稽戏汇合，不论形式有多少种，因为它们
用一种同样的语言。
这是任何一种真实的、健康的风格的确切特征，经过认真的分析，所有这些现象的原因和相互关系都
从时代的基本因素里产生。
这样，我们很严肃认真地获得了风格的概念。
风格这概念常常用于不同的情境，我们试图讲解它们。
确实，初看一下，这个字充满了模糊性。
我们把风格用于品评一出新戏和一位太太的帽子式样。
我们经常把区分艺术的最精微细致的差别的那些特征称作风格。
（例如，我们说“四十年代风格”或者“珊密启尔风格”），有时候我们又把整整一个大时代或者几
个世纪的特点称作风格（例如，“埃及风格”或者“文艺复兴风格”）。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都考虑到那些现象中存在一种可以识别的天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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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篇传记的目的之一，是想勾画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建筑师的面貌，既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建筑师，
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
通过这样的工作，我想探索一下社会主义时代建筑特有的价值观念，把它跟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
的区分开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建筑史，几乎全是由宫殿、庙宇、教堂、府邸、陵墓等等组成的。
对它们的评价，主要着眼在艺术的完美。
一个建筑师，只要设计了优美的建筑物，就可以名垂史册。
十九、二十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建筑师的评价，更加偏重于看他是否有所创新。
一座好的建筑物，不但要在形式上有新的突破，而且要技术先进、功能合理。
但是，不论是建筑师还是理论家，都还背负着历史的惰性，喜欢用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来看问题。
他们把大量城市建筑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虽然城市建筑的重要性和水平已经大大不同于封建主义
时代的了，它们应付着非常复杂的实际需要，其中有许多并不缺乏创造性。
因此，有不少现代建筑史的著作，体例还跟写封建时代的差不多，大师、流派、艺术杰作，构成了它
的基本内容，没有研究资本主义时代建筑的新问题、基本问题，例如城市建设、工业建筑、住宅等等
。
这种历史的惰性一直延续下来，还有人用封建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来衡量社会主义时代的建筑事业
。
他们发现，艺术上那么完美的建筑物不多，形式上不断创新的建筑物不多，于是，他们认为，社会主
义国家的建筑衰落了，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的。
只设计过几幢小小折衷主义建筑物的文丘里，受到的尊重钦仰，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主持过整座整座
城市建设的建筑师。
因此，我们有一些建筑师，梦寐以求的是得到一个机会去设计艺术要求很高的建筑物，一旦有了这样
的机会，就决不心痛人民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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