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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内容概要

《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主要内容包括：通读长安街（三十五座建筑的评论），国贸中心，京伦饭店
，建国饭店，国际大厦，国际俱乐部，北京电台，赛特中心，长富官，国际饭店，长安大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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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成都。八岁后定居北京。作家。编审。此前在国内外已有89种个人专著
出版。1993年出版了八卷本《刘心武文集》。作品多次获全国性奖项，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
届茅盾文学奖。1987年至1989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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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书籍目录

第一辑 通读长安街； 第二辑 城市美学絮语； 第三辑 建筑·环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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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章节摘录

　　尽管有些人认为组成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各种协会已经够多的了，我还是要提出来，在这个
联合会中没有中国建筑艺术协会实在是一桩遗憾的事。在文化均衡发达的国家，建筑不仅被国人视为
艺术之一种，并且往往排在诸种艺术门类的头几位，而就艺术的创新活动而言，建筑往往还走在文学
、音乐、戏剧等的前面，许多建筑设计大师往往是掀动艺术新潮的锐进人物，而一些建筑物也便成了
人类艺术史上的标志性符号，比如悉尼歌剧院的建筑，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尽管能亲眼见到那又似
张开的贝壳又似重叠的白帆的中国人有限，但通过电影、电视特别是诸如挂历一类的印刷品，该建筑
至少已为广大的中国城市居民所熟悉，相信每一位看到那建筑物实体或图象的中国人，都能产生至少
是不自觉的审美意识，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欣赏还是感到迷惆，那建筑是一个艺术品，这一点
恐怕是大家公认的。　　过去我们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由于经济不富裕，所以盖房子
只求实用，顾不上建筑的艺术一面。当然这是笼统而言，其实在建国之初，例如梁思成等建筑学家，
还是有相当艺术追求的，也曾盖出了一些有争议的可以视为艺术作品的建筑或建筑群，例如现在仍基
本保持原貌的北京西郊友谊宾馆建筑群，但那一类建筑先是被批评为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再后来就
简直成了政治问题，于是自一九五九年北京的“十大建筑”落成之后，中国的新建筑似乎就彻底地同
艺术分手了，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建成于“文革”末端的北京“前三门”住宅楼，成为一道毫无艺术性
的灰色高墙，给后人将北京彻底艺术化留下了一道难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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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

精彩短评

1、作家谈建筑，百姓论设计
2、是本好书 尽管其中少许观点有些主观
3、写的东西过时了
4、一个作家眼中的建筑   带给了我们不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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