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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百家言》

内容概要

《建筑百家言》编入了建筑界100位专家、教授写的100篇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建筑界人士在20世纪
末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为了使《建筑百家言》图文并茂，相映成辉，对每一篇文章，编者们都力求
配上与文章内容有所呼应的照片。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建筑意识，有助于建筑界的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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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商业建筑面面观
寻求传统的现代价值
故乡的情缘
感知的城市，形而上的城市
漫话墙与空间
索菲亚现象
建筑要有特色生活——建筑创作的源泉
“小东西”也有“大意思”
应重视书院建筑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人造环境心理学”研究迫在眉睫
话说建筑的表情
风景环境与建筑
“薪火相传”之义的实践——纪念林徽因先生
一隅之耕
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小议景观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的地位和作用
混沌与无序
建筑与人文
“五环图式”话建筑
博观、制宜、场所精神博风汉骨——建筑文化地域性之我见
走近青年建筑师
屋顶——传统文脉的信息码
1／2+1／4
话说民居研究
由“高大而不是伟大”所想起的
拓扑同构与中国园林
日本列岛的“黄帝明堂”
尊重自然
神为形内，意在笔先——略谈建筑的气质一段难忘的经历
拓展乡土建筑研究的领域
文物建筑的科学复原重修不能以“假古董”视之——兼谈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的中国特色
桂林山水与景区建筑形式新释——我的广义形式观
弥足珍贵，大地文章——谈建筑遗产的保护
研究重要，实践更重要
哈尔滨，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城市别称中的悖论及其他
乌托邦的黄昏
现状与改革
我国最早的一部建筑史——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读后记
建筑理论是什么
三人行·时装光论节制
拉萨梦旅
感悟建筑
人民大会堂方案设计体会
“鉴名”
建筑师与建筑的主流
我想当学者
“表里不一”的建筑
与我的上帝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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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建筑”
雷州感怀回顾历史，树立壮志，再现东亚建筑的繁荣古都风貌、建筑风格、社会风气
济南老火车站拆除有感
走过现代与传统，找到主体
上海建筑的思考——海派文化的拼贴、叠合、折衷与生成
关于房屋形式的对话——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形式的哲学——试析建筑文化
建筑艺术也需要走到群众中去
教授失学的悲哀与建筑史学的困境
新世纪的建筑观城市呼唤秩序——城市畸形现象浅议
从民居到民系研究体验建筑
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光环境”
香港文物六千年，齐心保护迈向前
照破西来一片心——中国建筑师该如何面临挑战
作者索引

Page 4



《建筑百家言》

章节摘录

　　《建筑百家言》的主编要我写一篇千字文，正在犯难之际，拜读了同济大学傅丹林先生的博士学
位论文，有一段话非常精彩，大受教益。虽是未刊之稿，我仍忍不住要引以为开篇，想来傅先生也会
原谅。这段话是：“商业化对于建筑界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教育界也适时而动，及时调整了
培养目标和方针，宣称‘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完全忽视教育目标中
应有的理想性与批判性。如此，教育界作为真理的捍卫者和坚持者，作为社会的良心，其职责何在？
”　　教育界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傅先生从根本上道出了教育事业的尊严。而建筑教育投合市场需要
，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是什么样的呢？傅丹林先生说：“甲乙方关系如同业主‘点菜’，建筑师‘料理
’的食客与厨师的关系，再不谈论什么建筑师的社会责任和理想。”说得好，我们见到过多少建筑师
，给房地产老板或专横的长官打先锋，挖空心思破坏城市规划、破坏名胜风景、破坏文物古迹！当然
不能把全部责任推给教育界，但教育界绝不是没有责任。　　高等教育的目标和方针，不论明说还是
讳言，是培养社会的精英。作为社会精英的建筑师，不仅仅要有高超的设计能力，更重要的是如傅先
生所言，要有社会责任心和理想。如果连精英都失去了社会责任心和理想，我们这个民族就腐败透顶
，没有救了。撇开制度性问题和政治性问题不谈，教育如何，决定于教师。教育能不能捍卫和坚持真
理，决定于教师能不能。中国人一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皇帝一姓一姓地换，而中国始终不变的第一
位大圣人是至圣先师孔丘。他“为天地立心”。“天地君亲师”，教师排在老末，但比“君”恒久，
比“天地”有心，更具永远的崇高性。　　然而，当今师道失范，以建筑教育界为尤甚。有一些教师
，热衷于商业性的设计，只要有钱可赚，便能为“食客”当“厨子”，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料理”成
美味佳肴，向老板或长官献上。自己忙不过来，把在读的学生拉下海，严重扰乱了教学秩序，败坏了
学习风气，而他们却从中渔利。　　这一部分人，把教师当作第二职业，以余力应付。上课迟到早退
是常事，业主一个电话，可以撂下学生就走。他们不备课、不深入钻研自己讲授的课程。有些不容易
讨好的必修课甚至没有人肯讲。需要几个教师吃点儿苦的工地实习取消了，理由嘛，大家心照不宣。
　　教师失去了自尊，没有社会责任心和理想，学生从何谈起？教师失去了自强.学业上不再进取，教
学质量从何谈起？　　幸好并非所有教师都是如此。兢兢业业从事教学工作者尚有其人。教育大厦还
不致立时墙倒屋塌。但情况已不可谓不严重。　　抢救之道如何？傅丹林先生说不出来，我当然更说
不出来。我只有两点希望：　　第一，“师道尊严”，为人师表是一种庄重的社会责任，请不要亵渎
，不自尊的请走开。　　第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每一门课的教师，都要争取成为这门课
程的学术权威。讲课，不是讲那个刚够讲几十小时的知识，是讲自己长年累月熬出来的心血。不自强
者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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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是十几年前的书，有些文章今天看还是很有意义的
2、普及基本常识的小人书，随便翻翻好了，张良皋写的不错，还有林宣，罗哲文，陈薇的文笔还是
一如既往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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