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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由于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西建筑在相对封

闭的系统内各自独立发展，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形态迥异、个性差别极大的建筑

风格。中西建筑的差别，其本质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环境，社会形态及人的思

维方式的差别。它对建筑的影响反映在地域和民族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等因素对建筑创作

思维的直接影响。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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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人类建造了房屋后，就远离了自然的侵袭，极大地改善了繁衍生息的条件，这是人

类跨入文明史的重要一步。建筑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

空间文化形态的展现，是人类按照一定的建造目的，运用一定的建筑材料，把握一定的科学

技术和美学语汇进行的营造。这种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所构成的建筑同时又反过来表现人自

身，这就是建筑的文化性。  

  一、建筑文化的内涵  

  建筑文化伴随着建筑的产生而产生，它是人类建筑活动方式和建筑产品的总和，是社会

文化中的一个层次，具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内涵。它是人类创造的人工自然物中最富象征性

的成果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筑文化也在不断进步，但无论在何时，从本质上来讲，建

筑文化都是社会核心思想潮流，价值观与行为方式的反映，是环境文化，生存文化，社会文

化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体。  

  二、中西建筑中的文化特征体现  

  由于地域阻隔和文化差异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西建筑在相对封闭的系统

内各自独立发展，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从而形成了形态迥异、个性差别极大的建筑风格。中

国的建筑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兼有“阴阳论”等综合影响，强调事物的互补转化，

情理的对立统一，建筑表现出临时的概念。而西方建筑则更多的受宗教、皇权的支配，是神

权的反映，皇权的体现，在建筑上表现出强调永久的概念。  

  中西建筑的差别，其本质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环境，社会形态及人的思维

方式的差别。它对建筑的影响反映在地域和民族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等因素对建筑创作思

维的直接影响。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文化，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别。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

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

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

庙，古罗马的斗兽场、，中世纪欧洲的教堂等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唯有我国的古典建筑(包

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做为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中西方的建

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在建筑中的普

遍反映。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是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这种海洋

文明富有商业精神和外向的扩张性。西方思想文化更多地是石头般的真率、质朴、刚硬、雄

壮。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

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与西方相对，中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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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明，即农业文明。中国人安土重迁，家园不仅提供衣食，而且是宗庙所系。中国人自认

居于天下之中心，对待周边夷狄民族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实行德化要近者安而远者归，要

四夷宾服，富有内向的聚敛性。中国的儒教可以说是一种耻感文化，讲究温良恭俭让，讲究

忠恕之道，忠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恕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总之要

推已及人，强调自我约束，调从内部调节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些，则足以羞耻。

由此出发，中国人素有忍的传统与韧的精神，中国的思想文化与木材的细致、深秀、坚韧、

柔美有更多相通之处。 

 2、建筑的空间布局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

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式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

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的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

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

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

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

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气势恢宏的建

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

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

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

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

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

西方世界。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

斗兽场高为 48米，“万神殿”高 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

达 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 137米。这庄严雄浑的建筑物固

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力量。   

  3、建筑形态的发展  

  建筑形态的发展，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从建筑形态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人

对传统之风俗、习惯、看法，是固封保守的。中国人对于革新或外来之事物，颇为反感。西

方建筑大量使用石头与西方文化特征有神秘的对应。开放、轩敞的西方建筑是海洋文明的必

然产物。西方建筑在其每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差别十分显著，稍具常识之人即可一眼分辨出哥

特式与巴洛克式建筑；而中国建筑的形式和所用的材料在不同历史时期递延变迁的痕迹则微

乎其微，除非专业人士才能从斗拱的层数多寡等细微之处给一座中国古代建筑正确地断代。

从建筑的差异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西方有比中国更强的革新精神。  

  三、现代建筑文化  

  1、现代建筑文化的兴起  

  现代建筑文化伴随着现代建筑的出现而发展。而现代建筑又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

展而发展起来的。从 19世纪末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到 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以来，建立在

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征服、殖民、主宰着世界。在一、二次大战之间，包豪斯宣告成

立。它大胆质疑古典建筑繁琐复杂的形式，崇尚本质——功能至上的简约。同时，前卫的建

筑师聚集在一起起草了《雅典宪章》，从而宣告新建筑与现代主义的建立。勒.科布西埃的工

业化机械美学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对建筑的认识得到极大提升。

一个崭新的建筑时代诞生了。  

  2、科学技术是现代建筑文化的革命性力量  

  科学技术是现代建筑的核心动力。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建筑材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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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先进的建筑设备，科学的结构设计理论，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再加上建筑设计管理和建

筑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系统化、几乎可能使建筑师们进行为所欲为的创作。科学技术也

是现代建筑文化的革命性力量。它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

的改变。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新的建筑哲学和建筑理论，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变革，是建筑文

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动力。但是，我们不能单一地将“现代建筑”看成“西方建筑”。 更不能把

“现代建筑文化”视为“西方建筑文化”。 现代建筑文化具有国际性的同时也具有地域性，具有

普遍性也具有独特性，它不是“一元”的，也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  

  3、可持续发展理念  

  近五十年的工业化大发展，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环境、生态与能源的危机，“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频频出现在各个领域中，它表明环境与生态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越来越广

泛的关注。在现代建筑中，不再过分提倡“机器美学”，“炫耀”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改造自然

的能力，而应注重可持续发展，建造节能，节地，环保的“绿色建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的思想，成为未来建筑文化的新趋势。  

  综上所述，21 世纪是注重多元化、个性化与推崇地域性建筑创作倾向的时代。建筑也

将朝着注重建筑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方向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地域性多种文化

交流和共存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技术来解决人居环境问题，创造具有新的审美价值的建筑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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