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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城市发展与“和谐”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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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北京、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都已经开始对整个城市进行色彩搭配设计，希望通过

城市色彩规划减少城市色彩垃圾，让家园充满“和谐”的色彩。当代城市建设体现了科学主义思潮

和人文主义思潮的汇合。在这个汇合点上，物质的与精神的、传统的与创新的、地域的与世界的等

“两极”事物必然会神奇般地统一起来，从而构成一种洋溢着生命气息和生活朝气的综合美。越来

越多的建筑师认识到，当代城市艺术的最大特征是综合美，这种美具有多元性和多层次性，其最重

要的特性是“和谐”。建筑是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中介，作为城市的主要组成，其文化

取向当然应该与它所处的城市、环境相协调。优秀的建筑应该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城市的和

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和谐”建筑理念的具体意义 

        中国曾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业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农民在一块土地上开垦耕种、施肥，

一块块生地变成了熟地。人们对土地充满了感情，他们了解地上的一草一木，每一块土地都是他们

最好的伙伴。在这种长久的人文背景下，自然会强调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自然，他们的骨子

里就充满了和谐的基因，相对保守的“和谐”变成了东方文明的传统优点。 

        “和谐建筑”的理念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和而不同”，第二个层次是“唱和相

应”。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指相异因素的统一，“同”是指相同

因素的统一。我们赞赏前者，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

第二个层次“唱和相应”，讲的是相异的因素怎样才能达到“和”的境界。《新书.六术》上说：

“唱和相应而调和”。这是讲音虽有高低不同，但有主次、有节奏、有旋律地组织起来可成和谐的

乐曲。先人的智慧给我们以启迪，有助于建筑师开扩设计思路，提高创作境界。在国际化的浪潮

中，一方面勇于吸取来自国际的先进科技手段、现代化的功能需求、全新的审美意识，一方面善于

继承发扬民族优秀的建筑传统，突显本土文化特色，努力通过现代与传统相结合、外来文化与地域

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和谐”建筑。 

        当代，人们更希望创造一幅“人在建筑中”的充满生气的和谐画面。例如，在传统理念中，标

志性建筑是有形的，并且普遍以建筑形体的高大为终极追求；而在新时期中，标志性建筑不再拘泥

于死板固定的模式，而被不断注入更为多元与灵活的元素。以建筑形态为例，设计师不再局限于高

楼或塔形结构规划，花形、伞形甚至许多抽象的不规则形状开始进入人们视野。标志性建筑逐渐成

为一个被符号化了的时代精神表征，其范围也日渐扩大。可以预见，公园绿地、室外空间都极有可

能在未来成为具有引领意义的标志建筑。笔者认为，应扬弃以往观念中的标志性建筑往往只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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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赏”的载体，建立人与建筑和谐才能是新时代的需求。例如，“城市家具”是指包括交通环境

设计和街道设计在内的公共设施设计。随着地产社区的发展，公共设计引申到社区环境设计，设计

师们也开始注重各种各样的“社区家具”。除了社区座椅、自行车存车架的常规配置外，更多关怀

弱势群体的设置，如夜晚地面光标识、街道凸凹铺面走道和适合轮椅行走的坡道等都在不断地细

化。这些设施不只是停留在形式上，而真正能够帮助呵护身边的老年人和身体不方便的人群。 

        二、“和谐”建筑理念的“五大需求” 

        在“和谐”的建筑理念中，把人与环境、单体建筑与整体规划、居住与游息、建筑与绿化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一个宜人生活、工作、学习和发展和谐协调的人居环境，使居住区达到空间

环境符合人居活动需求、生态环境有利于人居生理需求、视觉环境兼顾人的心理需求、智能环境适

应现代信息发展需求、管理环境满足人居方便需求的“五大需求”，建设健康向上的新生活。通过

建筑创新多样性、人居生活多样性、景观欣赏多样性，创造充满活力的人居环境。 

        室内是最重要的人居空间。许多“现代化”建筑出于种种原因，外窗完全不能打开，或者只有

很小的可开启面积。这就完全失去了其通风换气的基本功能，不仅造成能源消耗的增加，还给居住

者带来诸如空气质量恶化、室内环境不可调节等种种烦恼。使外窗可开启，且可由居住者自由开

关，这是营造与自然和谐的建筑环境的最重要措施。 

        建筑运行能源的70%以上都用于建筑物室内环境控制，即温度，湿度，室内外通风换气，和室

内的照度。不同的室内环境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建筑物的服务水平，也就是建筑物所提供的室内

舒适度。使其更接近当时的自然环境条件，就可以最大可能地利用自然环境条件而减少对机械方式

和人工制取方式的依赖。这是营造低能耗建筑、实现建筑节能的关键。尽可能利用自然采光而不是

过分依赖人工照明，即可获得最适宜的光环境，又可最大程度地降低能源消耗，同时还可减少由于

人工照明增加的室内产热量，降低空调排热的负荷，这是追求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建筑模式。 

        室内空间“留白处理”让房子自由呼吸。用中国画留白的简洁手法设计空间布局，和谐处理空

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让室内外通透，或减少不必要的隔墙，使室内空间一体化，形成疏密有致、

虚实相间、尺度适宜的自然流畅空间，让居住者更多地获得阳光、空气和户外景色。同时，要欣赏

建筑自身的美。虽然复杂的吊顶、墙面装饰的堆砌，可以打造出奢华的形象，但是，减少二次构造

的规模是降低能耗的最好途径。高品质的绿色建筑可以利用空间、尺度、光影、材料形成更有力度

的美。尤其是在大多数城市公寓和现代别墅里，四白落地的空间，更容易塑造一个纯净的“和谐”

环境，给人宁静、放松的心境。 

        绿色建筑，是需要尽可能少的能源的建筑，使用环保材料、环保方式建造的建筑，是经久的建

筑。绿色建筑善用材质，以加强建筑的保温性能，节约能源。建筑的节能与保温，取决于外墙的结

构和性能以及建筑的材料。它们的构造形成了建筑的“肌肤”，如外墙的厚度、材料是否隔热保

温、保温层的设置是否科学有效，都能改善室内的温度，保持舒适，从而降低能源消耗。虽然在盖

房时投入相应增多，但从长远看更经济实用。而有些房子，需要长时间开空调，才能维持室内温度

的舒适。 

        绿色建筑的概念是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能源危机以及人们对环境的日益关注而发展起来的。节

约能源和减轻环境问题的需要推动了绿色建筑的创新，延续至今。要界定绿色建筑并不容易，关于

哪一类建筑可以被归为绿色住宅有着诸多说法。目前，对此概念基本达成的共识是绿色建筑的场

所、设计、建构、修复与使用均符合节能方针，在它们的使用周期内有着良性的环境与社会影响，

且是经济的。 

        绿色规范为建筑工业提供了一套好的指导方针。除此以外，由于利用当地劳动力绿色建筑造价

经济，它为人们提供可以支付的住宅、确保建筑的场所适合社区的需要，因而也适合社区的广泛需

求。绿色建筑要求一套关系建筑每个组成部分与建筑整体的方法，同时考虑到它所处的环境与社

区。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方法，要求建筑者、建筑师和设计师进行创意思考、在工作的全过程中使

用系统整合。 

        虽然仍处于幼年阶段，但绿色建筑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在这个被气候变化、能源短缺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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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多的健康问题所困扰的时代里，建构经久、节能、减少浪费、降低污染、促进健康的住宅，意

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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