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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艺术 

张永和： 

  城市不应是放置艺术的容器。城市本身应是艺术品，因头艺术不应仅仅是装饰都市生活的奢侈品，艺术应
改善都市生活的质量。城市由建筑物组成，城市的质量是每—栋建筑的质量的集台，一个城市的艺术性也是由
这个城市中大多数建筑的艺术性决定的，少数所谓的标志性建筑只可能是城市的饰物，它们无法改变城市的整
体状况，因此，普通建筑的质量及艺术性对于城市最为重要，艺术本属于每—栋建筑。建筑=公共艺术。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呼唤人性与场所性 

俞孔坚： 

  针对目前广大城市在广场、景观大道，乃至公园建设中不尊重人和场所的现象提出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应强
调人性和场所性，现代城市空间不是为神设计的，不是为君主设计的，也不是为市长们设计的，而是为生话在
城市中普通的人设计的，这些普通的人 是具体，富有人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集体名词“人民”，论文强
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环境中的活动，强调场所的物理特征，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体
性，场所或景观不是让人参观的，而是供人使用，让人成为其中的—部分。 

城市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建筑的苦恼 

王明贤: 

  近10年是中国建筑数量发展最快的10年，也是经济上投资最多的10年。然而种瓜不一定得瓜，这期间也生
产了大量建筑垃圾。当下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盲目追求个性，原来建筑的问题是千篇一律，如今的弊病则是千奇
百怪。整个城市就像满嘴镶金牙的小商人，虽然金光闪闪，实际上非常没有文化。影响中国城市和建筑发展的
致命问题不是经济，不是金钱，而是观念。什么是城市现代化？对此问题许多人有很深的误解，以现代化的名
义来破坏城市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拆毁许多历史建筑的同时，我们又建了许多很蠢的建筑，大街上流行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建筑，这些
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学意义，它将证明这个时代的审美意趣和文化需求，追求气派豪华，珠光宝气，创造出的
却是恶俗。 

  然而，城市建筑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由建筑师来负责，未免不太公平。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
和市民合谋的产物。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说过：“城市是—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他还
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城市居民，才会有
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我们时代的总体文化末平如此，建筑自然也就忠实地反映出这样的文化水平，建筑是石头
的史书，确实来不得半点虚假。建筑的苦恼，实际上是建筑师的苦恼，也是城市居民的苦恼，法国年鉴学派曾
指出城市特征不仅来源干制订城市政策的知名人物，城市管理者或学者所采取的行动，同时也来源于普通市民
和他们的团体的自发行为。现在是建筑师和市民共固搞好自己的城市的时候了。 

  在人类走向21世纪的今天，“大规模的、难以阻止的变化正在发生”，在充满矛盾悦和复杂性的当代时空
中，我们不仅会感到迷惘，还会感受到希望：数字时代的新大陆正等待着新的哥伦布。 

钱学森建筑科学艺术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鲍世行 顾孟潮 涂元季： 

  回顾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钱学森是从研究中国园林开始的，他提出了建
立城市学的伟大构想。他在山水城市研究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的时代、21世纪是城市化的世纪、建筑科学大发展的世纪，在新世纪来临



之际，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深入领会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的由来与发展，将会给我们许多
重要的启示。 

  追溯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不仅具有科学理论学术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学术风气
的改进也有指导意义，这些集中体现在他对建立园林学、城市学，山水城市构想、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四个方
面的论述与思考，钱学森科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将表明，他在这四个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巨大的。 

  —、钱学森建筑科学思想的形成，是从中国园林的研究起步的，他对中国园林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和科学
准确的定性。二、钱学森提出建立城市学并且指出研究城市学的方法。三、关于山水城市的构想与实践是钱学
森近年在研究建筑科学时论述最多的内容。四、钱学森提出建立建筑科学大部门的思想，其形成过程大致经历
了四个阶段。 

当前环境艺术的文化状态 

包 泡： 

  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公共环境艺术也进入了市场。人造景观的崛起为占有市场；神奇游乐
宫的短命为发财；全国宗教历史上的—场新的造像运动为旅游，住宅小区发展商的欧美古典情节，城市标志时
雕塑失败的原因；革命历史圣地与公共艺术的文化错位，城市广场又风行全国所存在的问题，北京西单文化广
场，深圳华侨城等—系列公共艺术活动及青岛市的公共艺术活动对全国的影响，公共环境艺术的发展滞后于经
济发展，世界在飞快地发展，科学技木在飞快地发展，这—切与我们每时每刻生活的网络数字时代所不相衬。 

城市生态景观概论 

陆 强：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引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向城市集聚，
同时中国的城市景观也发生了今世界为之惊异的迅捷而巨大的变化，看到这了不起的成就的同时，是令人遗憾
的诚市文化遗产的破坏和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面临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历史仁将进
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建设生态城市，使城市景观生恋化，创造城市生态景观，赋予城市生态美是景观设
计师和环境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本文就人类对生态的认识进程和城市生态设计的若干指导原则作了阐述。 

城市公共环境艺术——城市雕塑的思考 

王克庆： 

一、传统与未来 
二、城市雕塑建设中的文化定位 
三、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融与冲击 

成都的城市景观——传统与来来 

郑小明： 

引子：成都城市概况  
一、历史遗产——古城风貌特色  
1、三城相重，格局独特。 
2、二江抱城，渠桥密布。 
3、绿荫遍地，繁花似锦。 
4、既丽且崇，秀雅活泼。 
5、城乡融合，富饶美丽。 
二、传统精华——规划建设理念 
1、城市建设因地制宜而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 
2，城市布局注重明确的功能分区。 
3、以绿化植物配置来烘托建筑和城市景观气氛。 
4、建筑之间相互配合，构筑城市有机次序及整体特色。 
三、经验与教训——建国后“旧城改造”的价值及其实践 
1、 整治、维护、利用。 
2、“见缝插针”建设。 
3、“以干道建设带动旧城改造”。 
4、“高、大、洋”与创新。 
5、旧城“大拆大建”的新问题。 
四、梦想与现实——建国后的城市规划与新区建设 
1、 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五四”规划与建设。 



2、 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期的“八四”规划与建设。 
3、 面向新世纪的“九九”规划。 
五、机遇与挑战——“走向新的有机秩序” 
1、 加强城市没计。 
2、“有机更新”与“持续维护”。 
3、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控制与引导。 
4、全社会的城市景观关怀。 

关于“日常生活的中国建筑” 

汪建伟： 

  我的目的不是对建筑的描述，而是对建筑生产方式的描述。今天我们更多的谈到了建筑的历史功能，并把
它看成一种物质文明的象征，作为—种证据，出现在各种证明进步的场所，由建筑支持的各种成就、业绩展所
具备的权威性是最好的例证。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都选择了一些类似的物质形象来作为文明
和进步的符号，五十年代的烟囱、六十年代的高压电线杆、七十年代的钢铁大桥……  

  围绕着这些直接而简单的符号、是每个时期阶段性的、与之配套的标语和口号，建筑始终被赋予它应该承
担的社会责任、历史使命，同时，它也被由此派生出的—整套“令人信服”的话语所包围，没有相反的问题。
既然我们不能把建筑归纳为—种社会变革时期的“自然现象”，而是—种文明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只按
照—种固定的，唯—的术语和行话来进行阐述，它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另外—种”方式来言说的可能性。 

环境装置——功能与艺术的探索 

韩秉华： 

  内容涉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近年来城市的大型建筑物如飞机场，火车站、酒
店、办公大楼、商场、医院、大学、公园、运动场、社区中心等，为配合人口扩张，争相兴建，设计建造亦渐
趋庞大。 

  在建筑物环境装置中预留有艺术性的雕塑或立体装饰的空间，其目的是利用特别的选型以确立建筑物的视
觉形象：亦有功能性的标示系统设计，令人在生活环境中，除感到舒适方便外，亦能熏陶艺术的气氛其责任是
有效地导人于迷宫中并得到适当的讯息，而其艺术性、装饰性效果与功能结合，应是新—代设计师、城市建设
者及发展商共同关注和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