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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风 格
·

初 探

建筑学教研室 吴 百 衡

摘 要

本文就建筑风格的含义
、

特性
、

决定因素
、

相互关系以及创遣意义等儿个主要

方面进行系列的探索
，
目的是使建筑理论中的有关问题有较明确的认识和理解

，
以

期更好地研究和进行建筑创作
。

随着四化建设的进程
，
建筑事业 日益发展

，
建筑创作也日趋繁荣

。

为了完成人们赋
一

予建

筑的使命
，

需要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
，
其中包括建筑风格的创造

。

因此
，
与建筑创作密

切相关的
“
建筑风格

” 问题
，
便成为每个建筑工作者听共同关心的建筑理论

。

六 十 年 代 祖

期
，
建筑界曾热烈地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
但在

“
十年浩劫

” 中被迫中断
。

党的十
‘

一届三巾

全会以来
，

对此又引起了争呜
，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经过前期的学习和研讨
，
现优建筑风格

�以下简称风格 �中的若 「主 要方而进行探本求源 ，

仰使建筑理论中的有关问题有较明确的
一

认识和理解
。

一
、

建筑风格的含义
、

类别和属性

探讨任何建筑问题
，
都必须从其本质特性着手

。

厉史表明
�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
，

建筑

就是具有社会性
、

阶级性的物质产品和艺术创作
。

根据这一特性来考察
，
风格的含义应是

�

在一定的历史时代
、

民族地区的各别建筑
，
依据建筑内容和建造条件

，
通过创作者独特而成

熟的手法
、

技巧
，
并以其特有的艺术形象所表达出来的该建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基本特征

的统一格调
。

换言之
，
风格就是各别建筑的思想艺术通过一定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共有的式徉

特色和品格
。

正如现代建筑的先驱者勒
·

柯布西埃��
� �������

���所说
� “

风格是促进某

一时代所有作品在原则上的统一
，

其结果是导致意识形态上呈现某种特性
。 ” 川它是衡量

、

评

价
、

比较
、

区别各别建筑独特的形式特征和给人不同的精神感受的基本标志
，

因而具有两方

面的意义
�

�
、

作为独特的形式特征
，
是指建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通过建筑形象表达出来

，

须有独

特而成熟的创作手法和技巧
。

它是
“
形象

”
的一一可见的

�
对于

一

单个建筑是一种格式
，
对予

本文于��年��月��日收到



建筑群体是一种格局
。

�
、

作为给人不同的精神感受
，
是指以之筑 寸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依据的建筑形象

，
能弓「

起少
、
们与伙不同的

、

异乎寻常的思想感
�

沽的反应
。

它是
“
精神的

”
一一不可见的

�

不论单个

或群体的建筑都赋有一种情调
。

简单说来
，
风格就是建筑

�粼形象
”
和 声精神甘的总括

。

具体说来
，
就是如南方建筑常采

用开敞平面
，
有明廊

、

骑接
、

遮阳板等组合的形式特征及由此而给人通透
、

明朗
、

轻巧的精

神感受
�

子万北方建筑常采用封闭平面
，

有门斗
、

厚墒
、

老虎窗等组合的形式特征及由此而给

人浑厚
、 �
子重

、

小实灼精神感受 �图 �� � 再如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 所 采 月�
“ 凹 ”

字形

平面布局
，

内庭院
、

柱廊横向组介造理轮廓等构成的形式特征及由此而给人庄严宏伟
、

开朗

大方的精树感受
，
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所采用 “ 山

”
月找形平而布局

，

外厂
‘

场
，
尖 顶 竖 向 组

从

外学 井方
’

初合了息
’

几
�

南方乡才才位乞
图 � 不同地区的居住建筑风格

�

��
�



合造型轮廓等构成的形式特征及由此而给人雄伟挺拔
、

庄重朴实的精神感受 �图 ��
，
这就

是两者不问的风格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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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

良好的风格必然是形神兼备
，
以 “ 形

”

见
“
神

” ，

并 且 “ 精 神
”
优 于 勺多象

” ，

“ 神似
”
贵 于

“
形似

” ，
而 不 是 “ 取 貌 遗

神
”
或者

“
貌离神移

“ 。

社会主义风格
，
也

必须从这两方面进行评介
�

既有独特而成熟

的创作手法
、

技巧
，
给人新颖

、

具体
、

优关

动人的形象
，
又有质朴

、

耐人寻味
、

喜用乐

见的感受� 既有创作表现上的独创性
，
又有

思 匕感受
�

���的一致性� 既给人以良好的使用

和爪亥吐印象
，
又给人以巨大的鼓 午 和 向往

��月��
。

在风格的创造过程中
，
由于创作者的思

范听丁为的表现离不开周围的环境
，
也离不开

他所丧现的
“
物

” � 而任何的艺术形式或形

象所形成之
“
物

” ，
又是通过创作者的思维

活动来创造的� 且由于创作的独 特
‘

�生和 影
图 � 风格的形成

响
、

流传的广泛性
，
又会形成一 定的社会倾向

、

产生一定的艺术流派
。

因此
，
泛论的风格就

包含有
�

创作风格
�

是创作者在特定的创作环境
、

条件下
，
通过创作构思和表现手法

、

技巧所独

树一格的创作特色
、

气质和作风
。

作品风格
�

是具体构成的建筑实体
，
通过建筑形象所呈现出来的某一作品的格调

、

风味

和气派
。

流派风格
�

是一定历史时期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和流传的某一系统创作者所形成的该时代

的一个艺术体系
、

倾向和派别� 也可以说是建筑的集团风格
。



不难看出
�

这三者都是基于创作个性渐次形成
、

发展的结果
，
是建筑创作者主观能动作

用的积极表现
。
在它们的关系上

，
是以创作风格为基础而派生其他方面

，
这是因为客体的建

筑作品及其风格总是先由主体的创作者创造出来� 并通过各种创作实践活动才能获得影响和

流传
。

此外
，
风格尚因时

、

因地
、

因民族的不同而又呈现多种风格
�

时代风格
�

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
、

社会思想意识等所构成的该时代特征在建筑艺

术形象中的反映， 也即某一时代风尚的风格
。

民族风格
�
是各民族的生活习惯

、

审美爱好
、

丈化传统等所构成的民族特征在建筑艺术

形象中的表述
多 也即由各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所形成的风格

。

地方风格
�

是地方习俗
、
自然环境

、
出产材料和建造技术等所构成的地区特征在建筑艺

术形象中的体现� 也即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风格
。

上述三者又是以时代风格为基础而派生其他方而
，
这是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特定的社

会环境
、

条件决定了这三者总的趋向
。

因此
，
由于社会现实

、

客观环境和创作条件的不同
，
这多种风格又有显著或不显著的呈

现程度
，
实质在我们思想上也就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概念

，
不能截然分开

。

当流派风格吻合了

时代的要求
，

成为当时占统活地位的风格时
，
它便转化为时代风格了

，
因而它们之间就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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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建筑风格的类别

作为上层建筑的建筑艺术方面才有风格可言
，
所以它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范畴

。

这是因为
�

�
、

风格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意识和历史时代精神
，
具有美感作用

，
即有艺术意图

。

�
、

风格的创造都要通过创作者的创作构思
、

选择
、

取舍
，
要有独创性

，
即需要艺术处

理
。

�
、

风格是通过建筑形象呈现出来
，
能给人以一定的精神感受

，
即其艺术效果

。

艺术
，
既是以它特有的形象或语言来反映现实

，
二�然与

�

匕述不谋而合了
，

并且址筑二�的

任何一种风格
，
确也就是指它的艺术风格

。



二
、

建筑风格的影响因素和决定性因素

如前所述
，
既然各个建筑形式通过具体的形象所呈现出来的该建筑的思想艺术的统一的

基本特征
，
就构成了风格

。

那么
，
反过来理解

�
风格便是以建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为自己

的内容
，
以建筑形象作刀 匀己的形式

，
来提练

、

加工原有建筑形式
，
表达和服务它的内容

。

因此
，
它是包含在形式之

，

朴
，
是汁拟二弋为探少

、

湃化和丰富
。

但形式不等于是风格
，
同一形

式 是有多种的风格� 反之
，

同一风格也可能有不同的形式
。

为此
，
在谈论风格时不能局限于

建筑形式
，
必须从建筑本 身的特性和多方面的联票飞制约来作全面的考察

，
以免 陷 入 极 端

“ 形式 ” 的拘泥
。

由此联系到风格的本身
，
州

�

乓各州亡翔�洲上质
，
内容和客观条件

，
大致有

如下几种不同程度的影叼囚京
�

�
、

功能需要
�
它构成了建筑内容

，
是建筑建造的依据

，
带来了创作和实现风格的现实

性
。

�
、

材料和工程技术水平
�
是建筑建造的必要的物质生产手段

，
特别是 新 材 料

、

新 结

构
，
提供了创造新风格的可能侧

� 。

�
、

经济条件
�

它决定了建筑状况
、

数量和质量的要求
，

带来了最终实现风格的必要性
。

�
、

生理心理的要求
�
有关建筑的比仑厂屯反 泪美的法则的运用

，
诸如空间感

、

稳定感和

视觉矫正等
，

影响风格给人的美感作用的准确性
。

�
、

地区特性
�

地理环境
、

气候条件和地方材料等
，
带来了风格在创作表现和形式特征

上的地方性
。

�
，

民族传统
�
民族丈化传统和民族生活习惯

、

爱好和心理状态的深化
、

发展
，
促使风

格的丰富多样和继承发展
，
带来了浓厚的民族性

。

�
、

外来丈化交流
�

由于外来丈化相互交流的影响
，
适当吸取有益和有用的部分

，

并结

合木民族
、

地区所固有的特性和传统手法
，
将有助于风格在处理上的丰富性

。

�
、

社会思想意识
�

即各个社会经济制度下所形成的世界观
、

审美观和思想意识等
，
它

贯穿了风格的全部创作构思和整个创作过程
，
带来了最终实现和创造风格的必然性

。

这里须要明确的是
�

从建筑特伙匆一健的艺 长规修来看
，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建筑艺术

方面 �不是建筑的全部和主导部分�
，
本质上乃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
政治观点和艺术的统

一
，

现实和创作思想的统一
。

建筑艺术从来不是
，
也不可能是拭料

、

结构的任意堆 砌 和 架

设
，
以所谓

“
合理

”
功能

、 “
真实” 结构

、 “
本色

” 材料来反映现实和供人使用
，
它总是渗

透着创作者的世界观
、

艺术观
，
正确地认识周围的世界以及掌握材料

、

结构的特性
，
依据一

定的建筑内容和建造条件
， �二过一定的物质技术手段来组织

、

整理
、

加工材料
、

结构
，
予以

“ 艺术 ”
地构思和处理

，
叹而右走万

。

作
�

万
�

�
，
反获注全精神面晚

。

由业考察
，
在上述多种影响

因素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
，
应是与特足的经济基础相运应的社会总 漫意识

。

因为属于艺术

范畴的风格
，
就是社会思想意识

、

历史时代 介神为反映
，
它必然受到世界观和社会生活的制

约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 “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

，
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

的反映的产物
” 。 ‘ 名’

它表明
�

�
、

风格的创造既是需要经过创作者的创作手法
、

技巧
，
进行 “ 艺术

” 地构思
、

设计
，

而整个创作过程又是创作思维活动的过程
。

要正确地运用材料
、

结构和反映现实
，
以表达一



定的艺术意图
，
就要求正确地把握现实 �包括认识材料

、

结构的特性�
。

这个过程
，
是山当

时的社会思想意识来决定
。

这就是同是奴隶社会和用同一石制材料的古希腊的建筑师能创造

开朗
、

典雅的风格
，
不同于古埃及的建筑师所创造的沉重

、

阴郁的风格的
一

首要
�

原因
。

�
、

体现风格的建筑形象所给人的美感作用
，
各阶级

、

阶层乃至各人的接受和感受是不

同的
。
如何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

，
这就要求创作者概括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

，
综合社会市美

观的
、

思想意识的要求
，
并通过柑应的物质技术手段来实现

。

为什么建国初期首都人民英雄

纪念碑和和平宾馆两座建筑至今为人们公认为优秀建筑作品
， 就是由于这两项设计达到了予

期的目的
。

除却满足各 自的功能要求外
，
在建筑形象和艺术处理方面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思想

和愿望
，
为人们所赞尝

、

所喜爱 �图 ��
。

艘阵��乞

人瓦英
了

华纪价竿
�

靶雌脸寸
图 � 建国初期首都两项优秀建筑

、

必须指出
�
所谓决定性因素是指首要的和起主脑作用的因素

，

也就是直接作用的因素
。

普列汉诺夫说得好
� “ 在文明社会里

，
美的艺术的进化是由阶级斗争来决定的

。

当然
，
阶级

斗争决定于经济进化
，
但经济结构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间接的

。 ” ‘ “ ’
马克思 曾生 动 地

谈到
� “ 最坏的建筑师不同于最好的蜜蜂的地方

，
就是建筑师在设计什么东西之前

，
先要制

定一个观念形式的建筑物设计图
。 ” ‘ 减 ’

风格的创造
，
正是创作者概括了社会现实和需要

，
依

据 了一定的创作条件
，
以自己的思想和愿望先行直接作用于建筑作品上

。

诚然
，
任何的建筑都是基于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

，
为当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

约
。

但是
，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风格

，
那未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

，
而不知道它要

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起作用
。

这是因为
�

�
、

由于社会思想意识的变革远较经济基础的变革来得缓慢
，
认识往往落后于现实

，
因

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并不一定立即推动风格的发展和新风格的创立
。

具有旧的思想意识的

创作者是不可能创作符合新的需要的建筑作品
，
只有经过一定的思想转变

，
建立适应新的经

济基础的世界观
、

艺术观等
，
才可能创造出新的风格

。

例如我们在五十年代中期
，
虽然解放

多年
，
新的经济基础早已建立和发展了

，
但仍出现一些复古的

、

折衷式的抄袭
、

摹仿
、

滥用

“
大屋顶

” 、 “
斗拱

”
等所谓

“ 民族形式
” 、 “ 民族风格

”
的建筑作品

。



�
、

既然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客观存在的
，
如果由此规 立了风格是一致的， 或是由于

它的发展变化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风格
，
那就很难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的社会

，
风格却

有多种多样
。

例如中世纪的高直�哥特�式 ��������教堂建筑
，
虽然各国都采用

“
高直

”
形

式
，

但由于当时的建筑师结合了本民族
、

地区的特性
，

就有法国的巴黎圣母院
、

黎姆斯教堂
，
德

国的圣
·

伊莉沙白教堂 英国的林肯教堂
，

意大利的米兰寺等多种不同样式的宗教建筑风格
。

就总的来说
，
作为艺 衣范畴的一 切是

�

�层走筑
，
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

，
但它 不 是 消 极

地
、

被动地作用于获础
，
而是积极地

、 �

社动地影响
，
促进墓础的发展

。

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

件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们的辩证准物论
，
对于建筑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一

导意义
。

意识的

能动作用
，
我们既不能否认和低估

，
又不能夸大和夸张

。

这一方面
，
使我们在创作

‘
�
，
不致处

于被动
、

消极的地位
，
而应主动

、

积极地促进新风格的形成和成 长， 另一方面
，
不致以为新

风格可以凭空想像
，
光靠创作手法

、

技巧就可以了
，
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加强

自身的进步要求和解放思想�
，
因为主观意识总是受客观存在所制约和决定

。

如前所述
，
任

何的风格都是创作者认识
一

了建筑的特性和规律
，
依据了建筑内容和建造条件

，
通过一定社会

物质技术手段才能实现� 并以先前的创作实践
，
前人的经验和早已制定的

“
形式 ” 作基础

，

而不是靠一 时的创作灵感
，
凭空臆想和臆造出来的

。

这和物质第一性
，
意识第二性的原理相

吻合
，
而 与唯心主义

、

形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三
、

建筑风格的创造意义和相互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间题
，
还必须明确风格的创造意义

。

要知道
�
我们是在肯定了建筑的内

容与形式统一的前提下
，
为了求得建筑的思想内容与艺犬形式的统一

，
使其形象更完美

、

更

理想
、

更富有感受力
，
这就要求创作者对形式进行新的探索和深化

，
有意识地赋 子建筑以一

定的艺术特色， 此外
，
我们又是依据了建筑内容和建造条件

，
使一定的材料

、

结构产生的建

筑形式业已确定了
，
并在某种程度土赋予建筑以 自然真实的美和艺术性

，
但为了给人更为美

好
、

更为深刻的思想感受
，
这就必须通过创作活动进

一

少提练
、

加工形式
、

产生新颖
、

独特

的建筑艺术形象
。

这也就是探求折的风格的目的和意义
。

有人问
，
在建筑上解决了实用功能和一足的友现形式

，
达厅

·

定需要风 格 呢� 问 题 在
一

于
�

�
、

由于时代和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

卜京的社会且伟玲为 浮种艺 长提供了多样的题材
、

体裁和内容
，
这是创作的拣泉

。

尤其是现在
，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

� “
围绕着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共同目标
，
丈艺的路于要越走越宽

，
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

，

文艺题材和表现手

法要日益丰富多彩
，
敢于创新

。

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 扳
、

机 械 划 一 的 公 式 化 概 念 化 倾

向
。 ” ‘ “ ’

这个事实
，

正由于全国人民 日益增
一

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

对建筑作品的质址要

求越高� 且又给创作者的才能和个性的发挥给予广阔的天地
。

因此我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

的期望
，
绝不能停暂和满足于一时的水平

，
而不去进行新风格的探求工作

。

要知道
�

人民群

众一一建筑的使用者和鉴享者
，
在满足了使用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
并不满足于千篇一

律的形式和布置
，
而是要求艺术形象的新颖

、

生动和多样化
，
要求创作者去创造风格

。

�
、

建筑艺术既是通过特有的物质技术手段来产生建筑形象
，
并反映社会精神面貌

，
和

其他艺术一样能给人以美的感受
。

但是
，
任何的创作者总不会满足于现实和现状

，
而是千方



百计地对形式进行新的探索
、

寻觅
、

并都有他们的创作个性的体现
。

有才能的建筑师都是敢

于超越建筑的自然真实的标准
，

在解决了功能要求和经济指标的同时
，
为建筑造 型 寻 找 更

新
、

更美的形式和更丰富
、

更动人的艺术情调
，
使自己的作品比自然真实具有更多

、

更高的

艺术意境和价值
，
以达到建筑的艺术真实的境界

。

当然
，
这是一个艰巨

、

复杂的创作过程
，

要经过长期的摸索和磨练
，
但也不是奥妙莫测的

。

总之
，
需要付出一定的辛勤劳动和时间

，

是能够达到的
。

可以说
�

一定的风格
，
是创作成熟的标志� 而一定的新风格

，
又是创作者新

的思想
、

新的技巧的反映和体现
。

就整体的建筑而 言
，
它的主导部分是物质功能技术方而

，

是属于社会经济范畴� 它的从

属部分是精神思想艺术方面
，

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

但后者不能脱离前者而孤立存在
，

它必然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而为它服务
。

要知道
� “

建筑艺术
，
是通过建筑物的实体表现出

来的一种艺术
。

它的艺术性既表现在功能实用
，
结构合理上

，
也表现在形 式 美 上

。 ”
并 且

“ 建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必须在物质技术组成的形体上

，
进行必要的艺术创造

，
才能比较

恰当地表现出来
。 ” ‘ � ’

因而在这个意义上
，
建筑中的功能

、

工程技术
、

材料
、

结构
、
设备等

和建筑艺术
、

风格才被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了
。

正是由于建筑本身及其发展的复杂性与广

泛性
，
建筑艺术所运用的手段的特殊性

，
因而它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建筑艺术 的 表 达 内

容
、

衷现形式和方法一一影响到建筑形象
，
也就影响到风格的发展变化

。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

客观实际
、

遵循客观规律
，
充分掌握材料

、

结构的特性和运用
、

发挥手段的特殊性
，
以满足

人们对建筑的双重需求
，
不至追求表现手法和技巧而

“
为艺术而艺术 ” � 也不致追求创作灵

感和石
、 �

�立异
‘万 “ 为风格而风格

” 。

只有不脱离建筑内容和建造手段
，

不损害建筑的思想性和

艺术派
，
才有真正的建筑艺术价值和风格的创造性

。

必娜指出的足
�

新的村料
、

结构
、

技术虽不能决定新风格
，
这不仅是

“ 物为人用
”
还在

于
“ 赞 介人为

刀 ，
但

‘

己们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
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
开辟了建筑艺术的新

领埔
，

必然彩响和促使新风格的形成
、

成长
，
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它们有可能性的积极影响一

面
。

特欢泣呢在我们专心致志地进行建设
，
急需创造和应用新材料

，

新技术来促进建筑工业

化
，
以加生四个臾代化

。

因此
，

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解决材料
、

结构
、

工程技术和经济等问

题
，

毛
�

乙右迫 买幻
、

头等二要的任务
，
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对建筑发展的要求 和 必 然 趋

势
。

所 以在新风格的创造中
，
充分运用和发挥新材料

、

新结构
、

新技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手

段
，

就具 仔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
。

四
、

建筑风格今后的发展趋向

关于风格的发展趋向问题
，
目前有种千法是

�

随着时代步浅的未来建筑
，
虽然在建筑内

容与类型上有不同
，

但在建筑形式上相差不大
，

这就导致着今后的风格发展 日益趋向一致性
，

而不会出现多样性
，
从而得出

� “
资本主义今天的建筑

，
就是我们明天的建筑

” � 或者确切

地说
� “ 西方的近代建筑

，
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建筑

”
的结论� 甚至认为这是建筑发展和技术

进步的标志
。

不是吗�近年来从南到北建起了不少类似
“
方盒子

”
的高层大厦

，
最近北京又

落成了我国第一座玻璃幕墙的长城饭店
。

即令是如此
，
但对上述这一间题的看法

，
应该是否

定的
。

我们承认
�

当代的建筑
，
迫于社会发展提出的

“
时间就是金钱

，
效率就是生命

” 的趋

使
，
越来越多地注重经济效益和建造速度

，
且世界各国都在广泛采用新材料

、

新技术
，
加上



四际交往
、

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的频繁
， 一 则

“
无暇东顶

”
风格

，
二则由于相互渗透

、

和互

融合的影响逐渐扩大
，
认建筑外丧看

，
除却一此花饰坟详

、
绍挥装修尚有不同外

，
其他在大

的 “
风格

”
方面似乎区别不大了�显而易见

�
这只看到新的材料

、

结构和科学技术的交流 与

进步对创造新风格有可能性的影响的一面
� 而没有否到更重要的一面

，
就是随着 社 会 的 发

展
、

物质的丰富
，
人刘建筑艺术的杯律�‘要求越高

，
主花能动作用的积极性

、

创造性越大
，
拢

提供了新的内容
、
因素名�劝介来创造更新

、

史美
、
叉多柱�二的风格

。

这是因为
�

�
、
历史发展的阶段特性

�

社公历史既是不断地向前发展
，

推动了事物的发展
，

但在各个

不同的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特性
、

引起了乎物内部的变化
。

不以从原始社会
、

阶级对抗社
一

会

到社会主义社会�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特性
，
就是在同一社会制度内

，
花随若厉

史的推进和年代的增长
，
有着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特性

。

正如克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

出
� ，��

· ·

…我们
一

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了事物质的变化
，
不应当把这些不同的质 互和说淆

起来 ” 。
正是这种

“
质 ”

的变化
，
影响到某一发展阶段的建筑的功能要求和新的材料结构

、

技术的涌现
，
以及人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

，
这就要求刘

一

形式进行探求和创新
，
以行合时代

发展的需要和人们新的市美要求
。

以服装为例
，
过去我们穿中山装

、 ‘

于生装盛极一时
，

后来又

盛行千部服
、

人民装
，
现在的服装式样就更多

、

更新了
。

建筑风格亦是如此
，
是显而易见的

。

�
、

民族特性
�

斯大林说
� “ 民族是人们主历 史上形式的一个有共同语

一

言
、

共同地域
、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发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 卜 体
。 ” ‘ “ ’

由此 而 形 成

的各民族的观念形态
、

生活习惯和爱好是不同的
，
反映在建筑上的�有丈要求和传统手法的运

用 也是不同的
，
何况建筑还有继承性的一面

，
这就使风格赋有民族住

，
而为各民族人民所热

悉
、

所爱好
。

不以东方境内同一木构系统的日本京都法隆寺和孔国药县浊乐寺有截然不同的

风格
，
就是同一中国境内尚有北京故宫和西藏扑萨布达特官 证明迥异的风枯

，

世界务民族建

筑的风格则更是如此
，
无 仃目共睹的 �图 ��

。

当然
，
民饮特

‘

�生是个历
�

犯的产物
，

二
」‘ 、刃的稳

定的共同体也只是相对地的稳定
，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女展变化
，
要求找

们更好地继承和革新传统
，
不断创造小新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

。

�
、

地区特性
�

由不 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形�戈的这个特性
，
虽不是建筑创作

和风格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
但必竟还是一 介极重要的因素

。 ‘

已影响到建筑的处理手法和建造

材料
、

构造方式等物质技术手段
，
�芍中尤以自然杀件的影响甚大

，
因为 自然的变草远较社会

的变革来得缓慢
。

虽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它的影响越 来越小
，
但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也就是

克服
、

利用
、

改造 自然的过程
。

解决的办法多了
，
处理的手法 也多了

，

新的风格的创造也优

会多种多样了
。

即使今天全国各地都采用多种或同一的新材料
、

新结构
，
但仍如前述

，
有南

方建筑和北方建筑的不同风格出现
。

地区特性是客观存在的
，
难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
只有

正确地认识
、

掌握它的自然规律
，
来正确地运川和创造新风格

。

�
、

创作个性
�
已如前面的分析

，
建筑创作和风格的创造

，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创作个

性来实现
，
是其核心力量

，
由于各个特定的社会的创作者的世界观

、

审美观
、

政治和艺术的

修养以及技术水平等的不同
，
就有创作手法

、

技巧和表现重点
、

方法的不同
，
因而使建筑的

形式和风格千变万化
，
丰富多样

。

这是每个创作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积极表现
，
只要不脱离

实际
，
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需要

，
不能强求统一

，
否则任何创作将会出现千遍一律的面貌和

僵化了的形式
。

欲如林彪
、 “ 四人帮

” 横行时期的八亿人民唱八个
“
样板戏

” 一样
，
窒息了

生机
，
也就没有风格可言

，
这个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马克思 强 调 提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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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
，

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形式�
”
并常引用法国作

家德
·

布封的名言
� “

风格就是人
” ‘ � 、 。

这就如同
“
文而其人

”
一样

，
从创作观点上看

�

风

格也就是人格
。

建筑历史也表明
�

在古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 拉 斐 尔
、

米 开 兰 其 罗
、

达
·

芬奇等人� 在近代如著名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
、

莱殊
、

密斯
、

柯布西埃 等 人
，
其 创 作

个性是很强烈的
。

在我国 由于贯彻执行发展文艺和科学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呜
”
的方针

，

鼓励作家
、

艺术家和科学家发挥创造才能� 尤其是现 东
，
人才辈出

、

群情振奋
，
创作热情异

常高涨
，
新的风格在不断探索

、

形成种成 长
。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
，
加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

“
质

”
的不同

，
因此创作个性是永远存在的

，
也就意味着多种多样的风格是永远存在的

。

骤然 斤未
，
有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有个别的

、

局部的
、

至至大邓分 的 形 式 稍

似
，
这一方而是由于历史的继承和借毕的缘由

，
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风格的形成有 个漫长的过

程
，
不能急于求成

。

社�信经过一定时期的摸索和努力
，
两者的内涵和风格是会截然不同的

。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掀起的
“
摩天大楼

” ，
外形方整

、

坚培平顶
，

多数是由钢铁
、

玻璃建成
，
在战后得斗了 长足的发展

，
特别是在美国极为风行

，
被称为

“
国

际主义风格
” ����

�����沁� ��������
。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
，
这种光怪陵离

，
平 淡 牟 调

，

只有商业气息
，
而无

“
人情味

”
的

“
玻璃盒子

” ，
也受到人们的指责

。

一些西方活跃的建筑

师又在重新寻求建立更有个性的建筑
， “

甚至许多大企业竭力要我们相信
，
它们不是无人性

的庞然大物
，
而是人的集合体

。 ” 并且
� “ 作为现代主义内涵的道德论点

，
即相信国际式风

格那简洁
、

刻扳的线条会对人们有好处的论点
，
正在失去它的说服力� 而且

，
被认为是过时



的清教徒教义
，
不再是什么福音了

。

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
，
建筑

·

环境
·

的现代
、

近代建筑不断涌现 �图�
、

貌
，
而推陈出新了

。

” ‘ 。 ’
此外

，
随着人体工程 学

、

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重视
，

行 为 科 学
、
环 境 心 理

也促使了多种样式和风格

图��
、
即便是

“ 方盒子 ” 本身
，
也在改变着原来的面

菜特
� ’

沙几水
”

另�墅
回 埃

二

胡香截堂

老斯
�

巴名巷匀展览李

�����

缪缪
格黔软亨

，
色衷斯工艺学校

图 � 现代建筑师创作的不同风格

莱 特
� “ 流水

”
别墅

密 斯
�
巴赛隆拿展览亭

柯 布 西 埃
�
朗香教堂

格罗庇鸟斯
�

包豪斯工艺学校



衰幼曼
�

令衫石心妙运
’

旅雄 凳考件
�

美国国泉
…

劣决
’

乡资
�

�

伍特
�

悉尼欲居�吃

奈淮
图 �

�

卿小体育宫
近代建筑师创作的不同风格

波特曼
�

洛杉矶 “ 好运 ” 旅馆

伍 特
�

悉尼歌剧院

贝幸铭
�

美国国家美术东馆

奈 维
�
罗马小体育馆

总之
，
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
不兰冬更一时灼表面形式所指染

，
而 二肴到风裕心全

貌
，
把建筑的内容和形式

，
建筑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地概括起来

，
深入它的内在实质用社

�

��
·



会主义观点去洞察
、

分析和研究
。

一方面寻求风格的多样性� 一方面探索风格的现代化
，
为

开创让会主义建设的新局而
，
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筑的新风格而作出努力 和 贡

献
。

现在
，
一个繁荣建筑创作

、

活跃学术思想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
让我们互相学习和共同携

手前进吧� “ ”

注 释

���勒
·

柯布西埃 蓦
，
吴景祥译

� 《走���新建筑》第��页
。

���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页
。

��� 《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 》俄文版第三卷
，
此处转呀�自汝信

�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与

社会生活的关系
， ����午��月 �日人民 日报

。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页

��� 《邓小平文选》 �����一����年�第���页

���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页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六一卷炸���页
。

���刘秀峰
�

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
，
原载认建筑学报》 ����年第��期

，
重

刊于牛建筑师》 ����年第 �期第�。下
。

���保罗
·

戈德博格文
，

王咏梅译 �美国新摩天大楼
，《世界建筑》 ����年第二期第��页

���� 本文承雷斌同志协助制图
，
特致谢意

。

·

简 讯
·

全路高校人文学科学术论文报告会在苏州召开

根据铁道部教育局 ��� �教文字��号文件精神
，
全路高校人文学科学术论文报告会于一

九八五年八月二 日至八月八 日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举行
。

大会收到学术论文���篇
。

我校推荐到大会参加评审的论文 �篇
。

大会分四个学科组宣读论文
。

我校出席会议的 �名代表
，
与兄弟院校交流了经验

，
收获

很大
。

报告会后
，
由各学科评委又少林学科的文章进行了认典评审

，
评出一等奖��篇

，
二等奖��

篇
。

我校人文科学
，
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同志们的努力

，
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有 �篇论文获

奖
。
�万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