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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分析探讨我国建筑与环境现状及形成原因的基础上 , 研究了本土民居与环境的价值回归方式, 为实现我国传统建筑艺术与当
代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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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7 000 多年的建筑历史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无比丰

富的古代建筑环境, 这些辉煌的古代建筑环境 , 集科学性、创

造性、艺术性于一体, 不仅体现了独特的风格 , 同时具备了不

同的功能 , 在世界建筑中独树一帜。古代建筑中无论是秦砖

汉瓦、隋唐寺庙、两宋祠观 , 或者明清故宫、皇家苑�以及苏

州园林等等 , 都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是我国本土建筑环

境文化的价值所在。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 当代中国本土

建筑环境并没有继承和发展古代本土建筑的辉煌, 反而呈现

出一种与传统建筑环境不合时宜的发展状态。因此, 如何实

现传统建筑与环境艺术的复兴, 研究我国本土民居与环境价

值的回归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  当代我国建筑与环境艺术的现状

纵观我国本土文明史 , 一些真正意义上成功保存了传统

建筑环境设计思维与实践的案例 , 大多集中出现在偏僻的乡

村, 这些地区往往保持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地域文化特

征。随着媒体的传播, 经济的发展及西方设计理念的侵入 ,

传统中国建筑遗留的那种自给自足、封闭的空间结构, 及“天

人合一”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姿态, 正在日渐丧失, 因此必

须充分挖掘保护我国传统的建筑环境, 使之能够拥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建国以来, 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取得了重大成

就, 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膨胀的都市、拥挤的人群、千篇一

律的简易建筑、宽阔零乱的城市街道、牢笼般层层叠压的住

宅、一座又一座的高楼⋯⋯。我国建筑界在过去几十年里走

了不少的弯路, 如所谓的“欧陆风”, 很多城市在建设中盲目

的追求建造了一些“欧洲一条街”、“巴黎广场”、“罗马花园”

⋯⋯, 而把本土的建筑环境艺术和文化价值拒之门外。工业

文明在古老的庙宇、园林、戏院、官宦大院的周围打下了烙

印, 一幢幢由钢铁、玻璃、混凝土堆砌的工业建筑群构成了新

的都市景观。现代建筑完全弱化、甚至是取消了各种附加装

饰, 开发出了钢铁、玻璃之美, 却抛弃了各种立柱、壁柱, 抹平

了密如蛛网的线脚, 去掉了漩涡纹, 搬走了挺立在墙角、屋顶

上的一尊尊雕像[ 1] 。

2  我国传统建筑艺术现状形成的原因

2 .1  经济全球化下文化理念的冲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火

速蔓延和科技力量的迅猛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 , 促进了国家间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交

流的同时, 西方强势文化的设计模式也左右了我国设计界。

我国的建筑设计者在努力吸取外来建筑环境艺术文化的同

时, 逐渐忽略了几千年来传统的本土设计价值取向。而这些

经历了几千年形成的生活模式和文化取向, 及与之相应而生

的悠久富裕的建筑环境文化历史 , 恰恰应该是现代建筑艺术

设计中重要的思维出发点。

2 .2  传统设计思维遭到现代文明的隔离  传统设计思维的

建筑环境观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即“风水术”和“生态建筑

学”。风水术, 是一套适合我国国情, 融地理学、气象学、景观

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心理学为一体的系统自然科学。生

态建筑学, 是立足于自然界生物及与其环境共生关系的生态

学思想方法之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2] 。几千年来 ,

我国传统的建筑和环境无论从艺术形式, 还是功能技术方

面, 都集中体现了这两门学科的内涵, 然而在现当代各种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冲击下, 我国建筑艺术设计开始迷失了

初衷。风水逐渐变成了一种意识上的迷信, 来自西方现代的

科学实证文明观被放在了首位, 风水术这种千年传承下来的

有着深奥文化内涵和科学价值的传统古代科学, 在现代建筑

环境艺术设计中被漠视了。

我国广大的地域因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的差异产生了很

多有代表性的传统生态建筑模式, 如福建土楼、陕北窑洞、华

北四合院等 , 都是在与周边生态环境共存共生的条件下, 充

分利用自然生态环境使各类功能达到完备效果的典范 , 这些

古代生态建筑艺术各自拥有独立的形态样式, 对当代中国乃

至世界生态建筑艺术设计具有很大的启示。但是 , 工业的进

步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传统生态建筑模式的生存空间

越来越小, 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中, 古典生态建筑艺术让步

于商业开发, 现代景观与传统建筑的生态冲突等现象屡有发

生, 城市中保存的古典生态建筑不仅没有在现代城市景观中

展现光彩, 反而成为现代化都市中不协调角落。因此, 恢复

古典生态建筑艺术的生态功能, 使其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大

放异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本土民居环境的价值回归方式

本土居民环境的价值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说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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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建筑与环境观回归到传统建筑与环境观, 正确的回归

方式应是追求在建筑环境设计层面上的契合, 也就是既要寻

找发现传统建筑形式上的现代因素与材料, 技术上的现代运

用及拓展, 又要使传统建筑的形态和功能符合现代的生活

方式。

3 .1 理解我国本土传统建筑环境的文化特征  本土, 实际

上是一种趋向传统的意识, 是人们对于自己民族或国家的传

统与文化的亲切感, 是世代流传的生存经验、习惯、教育等方

面的传统叠加。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山林、庙堂、乡村、江湖、

藩国所构成的奇特社会,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

教都有相应的生息之地, 由此也产生了与不同民族和地域文

化相适应的特色古典建筑艺术, 进而影响了世世代代, 经过

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完善, 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

3 .2  我国本土传统建筑环境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融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城市生活方式和生

活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就要求城市的建筑风格也要有新

的发展方向。我国建筑史上变化最多的不是时代风格 , 而是

千姿百态的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文化风格。现代人的生活

模式, 不仅需要在物质上得到满足, 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也达

到了新的高度, 同时对建筑和环境的要求也上升到了新的高

度。因此应该充分挖掘这种物质与精神最佳契合点, 找到本

土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生活模式的最优结合点, 最终实现本

土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的融合。

3 .3  城市建设中本土建筑与环境的价值回归  城市建设是

个广阔的概念, 包含了太多的设计元素与理性认识, 然而在

总体上必须有一个宏观性的理念 , 那就是对传统建筑的态度

只能保持在“借鉴”上, 当代创造意义是不可逃避的, 最终形

成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传统建筑与作为当代标识的当代建

筑的合理共存。要做到传统向当代的转换, 前提是传统建筑

环境的留存。传统的消亡使当代的建筑无从谈起 , 因此必须

有完善的政策保障, 使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环境不为现代建

筑环境所遮蔽和破坏 , 保留古典建筑文化资源的原貌。如果

说一个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或一个生命体的话 , 那么养育他

的就是市民的文化意识、文化观念。一座城市该如何发展 ,

一个建筑组群该如何规制, 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在新的

语境下 ,“都市营造”已经跨越了城市建筑、城市化的问题, 变

成了当下文化讨论中最富实践意义的话题[ 3] 。

4  结语

弘扬民族文化与现代化方向, 完全能够也应该统一起

来, 包括新乡土主义, 新地域主义, 后现代主义等建筑手法 ,

还有当代其他很多具有历史主义色彩的建筑探索 , 已经琳琅

满目的呈现在世界的面前, 为我国本土民居的回归提供丰富

经验的同时, 其具有的民族精神状态和现代建筑的本土气质

也为现代建筑艺术设计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正如郑光复先生所说,“民居是建筑的起点, 理论的本

源”[ 4] , 因此, 尊重历史、继承发扬的口号同时也适用于建筑

业。本土的含义不局限于时间, 也不受限于地域, 因为本土

建筑与环境的回归, 是一种价值的回归 , 即传统与当代的契

合, 传统向当代的转换, 以及当代对于传统的充分尊重, 最终

形成的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传统建筑与作为当代标识的当代

建筑的合理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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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北向的生态开敞空间, 积极优化调整合肥南部滨湖( 巢

湖) 地区的产业结构 , 缓解巢湖水系环境压力, 加强淮南地

区污染排放总量控制, 加大淮河水系的生态环境治理 , 加强

沉陷区生态环境修复。

6  结语

城市同城化发展, 具有显著的中心城市联合带动优势

与效应, 依托合肥区域经济中心区位优势, 促进江淮地区联

动发展, 进一步提升合肥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 打造全省

经济增长, 使之成为全省实施东向发展战略的先发带动力

量。合肥是省会经济圈的核心城市, 淮南是沿淮城市群的

重要能源城市 , 合淮同城化对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两

市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通过合淮同城

化, 使省会经济圈向北扩展 , 沿淮城市群向南突围 , 这对于

缝合纵贯全省南北的城镇发展轴具有现实意义, 依托若干

条国家交通干线大动脉以及省内南北纵贯的主干道路, 引

导沿海地区的资金、产业向主要交通交汇节点城市聚集 , 促

进合肥、淮南等地加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

施合淮同城化 , 将促进两市各县对接和交流 , 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 , 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 , 对省会经济圈和沿淮城市群的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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