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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前言

作者求学和一段时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时，学过一点设计理论，比如医院、学校、电影院、火车站、
住宅楼⋯⋯都该怎么设计：也学过一点构图理论，比如对比、均衡、对称、对位、节奏、韵律、比例
、尺度、虚实、明暗、色彩、质感等“形式美规律”，目的在于把建筑弄得好看一点：还学过一点中
外建筑史，大致知道各朝各代都有过一些什么重要的建筑。这些，都是建筑师的基础学问。也许，许
多建筑师大概也和当初的我一样，以为这些就已经够用了，以后只要多看看专业杂志，充实一些手法
就行了。虽然当时的我也听说建筑还具有双重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也听说建筑还是一种“艺术”
，但对于这些，却始终理解得十分肤浅，以为只要弄得顺眼一点，大概就算是“精神”、“艺术”了
。我们的建筑方针长期以来也只是要求“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既然如此，何必追
究那么多呢？至于”建筑文化”，当时及此后多年，连听都没听说过。但自从我半改行转到建筑历史
与理论的研究开始，以后又关注起评论来，却发现经常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美观”就是“艺术
”吗？建筑是不是“艺术”，是怎样的一种“艺术”，是“纯艺术”吗？除了美观，在精神方面，建
筑还需要一些什么？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建筑为什么会具有那么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产生
出各种体系、流派、风格和式样？当代建筑还需要这些吗？以及更根本的如”艺术”与“文化”的关
系等，总之，对这样一些牵扯到建筑的本质等问题，像设计理论和构图理论以至浅薄的建筑历史知识
，就几乎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代表具体
有形的事物，“道”代表超越于其上的决定事物内在矛盾的发展与转化的规律，像设计理论、构图理
论或未能鞭辟入里的建筑历史，认真说起来，还只是属于“器”的层面，不能深及于”道”。而真正
的“建筑理论”，或日建筑之“道”，是需要更多的东西的，牵涉到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
学等方面，并与其紧密互通。据个人体会，这些年来有关我们的建筑道路的争论，关键往往就在这些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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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内容概要

《建筑谈艺录》是作者的论文选编，以“艺理探微”、“建苑妄评”、“史海钩沉”、“书著引得”
为类，分别录入了有关建筑艺术理论、评论、史论等论文和个人重要著作的引得。尤重基础理论建设
、宏观史学思考和现状评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观点鲜明，语言平易，可供艺术史界、文化史界
、建筑界及广大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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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作者简介

萧默，（1937年～），湖南衡阳人，建筑艺术理论与历史学者，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
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出版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中国
建筑艺术史》（主编及主撰，获中国图书奖）、《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含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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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书籍目录

艺理探微　夜谭录（之一）——什么是“建筑艺术”　夜谭录（之二）——“美观”与“艺术”　夜
谭录（之三）——“表现”与“抽象”　夜谭录（之四）——建筑艺术语言　夜谭录（之五）——环
境艺术　夜谭录（之六）——建筑文化　“白马非马”及其他——“建筑艺术”的概念及其属性　文
化决定论——论人的主体性兼与经济决定论商榷　建筑文化与人　建筑文化比较与心态　从中西比较
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性格　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　建筑的“内容”与“形式”概念辨析　当代史学潮
流与中国建筑史学　多元建筑论与现代建筑论的分歧　浅谈“法”与“式”　西方中世纪建筑的社会
背景　从凡尔赛宫大花园谈中西园林　现代建筑萌芽的第二声春雷——1889年埃菲尔铁塔　从巴塞罗
那德国馆谈现代主义建筑运动　美国的清教思想及其衰变——美国建筑的社会背景　新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复归与超越　建筑慎言“接轨”与“艺术”建苑妄评　五十年之路——当代中国建筑艺术
回眸　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及其错位复归（摘录）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契机——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启示录　历史的延续性——漫评西单百货商场方案　新疆的崛起——记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新创作
　“海之梦”——记福建长乐海蚌塔　台湾建筑创作管窥　一个鸡蛋的故事——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
百姓谈　不足为训——五评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　从ABBS鸟瞰CCTV　中国建筑“落后”的故事　“
鬼子来了”——答《世界建筑导报·设计论坛》记者问史海钩沉著作引得代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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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章节摘录

插图：建造都城宫殿王府陵墓和敕建庙宇，都是国家的大事，民间也把“盖房子”看做是家族一桩特
别重要的大事，上梁都要选择“吉曰”。摆酒庆贺。只是由于中国古人一向的“唯有读书高”观念，
看不起工匠们的“贱技末业”，才盲目地只将文人墨客的诗画书法篆刻之类视为高尚，而鄙视建筑了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所改变，近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的一套分别由江泽民和胡锦涛作序的《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其中的《中国艺术》和《外国艺术精粹赏析》，就将“建筑篇”收入其中了，
而且列为造型艺术之首。十分荣幸，这两本书的“建筑篇”都是我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
》也没有为传统的偏见左右。A：要不是听了您这一番话，我还真想不到那么多。那么，您能不能用
简单几句话告诉我，“建筑艺术”有些什么特点呢？我：对不起，我不可能用简单几句话就说清楚“
建筑艺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它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方说，“建筑”这两个字就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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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编辑推荐

《建筑谈艺录》介绍了两千二百多年前，刘邦刚刚灭了秦朝，建立了汉帝国，还在忙于东征西讨。有
一天率领大军，回到都城，看见刚刚建成的未央宫壮丽非凡，有点不大高兴，把丞相萧何找来，责问
说：一天下还在打仗，能不能最后取胜都还难说，为什么要这么奢费？萧何回答说正因为胜负还没有
决出，才更应该把宫殿造得尽量堂皇一些，要不然，怎么能显得出您的赫赫威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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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谈艺录》

精彩短评

1、建筑艺术理论方面谈得挺透的，作者一生的学术路线很明朗
2、理论
3、只是在写论文的时候挑着关于中世纪的部分读了··其实还不错··
4、才读了六篇《夜谈录》，慢慢看，给自己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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