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风尚标
第十七期

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依旧还在诉说。
                                                                                                            ——果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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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阳

建筑的艺术

        建筑是什么？也许你会脱口而出：不就是房屋？实则不然，这实际上是对建筑内涵和

外延的了解的缺乏，而仅仅局限于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事实上，无论是从建筑的内涵还

是外延来看，其含义都要更加丰富。就建筑这一概念的外延来看，“建筑"所指的范围要大

于“房屋”所笼括的范围。房屋，仅仅指供人们居住、生活或从事某种室内活动的人造的

处所，如宿舍、别墅、教室、医院、饭店、酒楼、仓库、影剧院、商业大楼、办公大楼、

室内体育馆等等。建筑，则不仅囊括了房屋所指定的各种对象，而且还包括了一些并不是

供人居住、生活、工作的人造物件，如纪念碑、陵墓、塔、桥梁、园林、界碑、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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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总体上，其有以下几个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空间性特征。

    这是建筑艺术独有的规定性，也是它与其它造型艺术不同的个性内容。

建筑的空间性，在量的方面来说是“三度”的，即有长、宽、高，在本质方面

则是“人化”的，是人的智慧外化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人的各种感官来感受

的。而建筑的美呢，也就在这种由长度、宽度、高度构成的“空间”中，通过

人身临其境的体验而被人感受到。

     建筑的本质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它是一种由人创造的，凝聚了人所

创造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的实体。这种实体，不是一种自然的生成物，而

是社会的产品；不是一种由自然恩赐的物质，而是一种由人的智慧创造的文

化。所以，我们论述建筑的本质，就不能不将其放入人类社会这一环境中来

看，就不能不将其纳入人类文化的范围来分析。而“社会”与“文化”也就必然

地成为了我们论述建筑本质及其特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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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美的这种由空间的存在形式，转化为时间流动状态的特点，

在古今中外的建筑身上可谓比比皆是。中国古代的建筑有一个最明

显的特点：重视群体规划和序列设计。最典型的要数中国古典的园

林建筑和宫殿建筑。与园林建筑的这种四度空间特征相一致，中国

的宫殿建筑也十分注重将建筑的空间存在形式转化为时间的流动状

态。北京的故宫就是代表。它那9000多座建筑物，被圈于一个规模

巨大的围墙内，各自个性鲜明，整体又排列井然，从天安门到午门

，再经过小桥到达太和门、太和殿、保和殿、御花园.⋯⋯.各幢建筑

的次第排列，也使建筑的空间构图转化为了时间的存在，使建筑的

静态美具有了动态感。

    中国的建筑是如此，外国的建筑也是如此。例如，意大利的威

尼斯市的“圣马可广场”，是举世公认的“广场的典范”，它的“典范性”

，不仅表现在它功能的协调性，也突出地表现在它造型的四度空间

性。它以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结构方式，充分地显示了建筑美动静结

合，空间与时间融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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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建筑中，建筑美的这种四度空间的特点则不仅仍然十分鲜明，而且还新意迭

出。如，被人们称为现代派建筑始祖的德国“包豪斯校舍”，不仅充分利用了建筑四度

空间的特点，还赋予这种四度空间以现代特点。它在平面上，突破了传统建筑，特别

是古典主义建筑贯用的对称原则，采用非对称的自由灵活的构图手法，将学生宿舍、

教学楼与实习工厂这两部分建筑，由食堂及办公楼作为纽带，联成一气，组合成1个三

翼风车样的形状。由于不存在能够观赏整幢建筑全景的视点，因此，人们若需要欣赏

或了解这幢建筑的全貌，就势必环绕建筑行走，这样一来，就既包容了运动，又蕴含

了时间，使建筑进入了四度空间的范畴，具有了动态感，而人对建筑的审美，也就自

然地由静态进入到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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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性特征

    与建筑的空间性特征密切相关的是建筑的视觉性特征。这种视觉性特征在审美上决定了建筑艺术

一系列丰富的内容。这些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建筑的造型；另一类是建筑的色彩。建

筑的造型往往直接表现出建筑美的风格形态；建筑的色彩则常常有力地烘托出建筑美的情调和意味，

深化建筑美的境界以及相应的审美效果建筑的视觉美就一定意义来说，主要表现为建筑的造型美与色

彩美。造型的个性化——建筑视觉美的基础建筑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物质性财富，它的造型不可避免

地要受到它的物质性实用功能的制约，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它又必须为满足人的不同的精神需

要努力。但作为一门艺术，建筑无论是从物质性功能出发，还是从精神性功能出发，其造型都必须要

有个性，有独创性。建筑作为世所公认的“真正的艺术”，它当然也必须在自己的形象构造中注意独创

性、注意个性，因为，没有个性，没有独创性的建筑造型是没有活力，缺乏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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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审美的角度讲，建筑造型的个性化，是人们对建筑的一个绝

对要素。当人们欣赏建筑的时候，建筑造型的个性化，往往是人们

首先关注的，这是因为，建筑的美，首先是由它的造型来表现的，

它作为造型艺术和视觉艺术，它造型的好与不好，都直接与它是否

具有个性，是否具有独创性有关。建筑造型的个性化，有多种途径

，既可在立面构图上花样翻新，也可借助新技术、新材料的优势向

上或向左右拓展自己的空间，在体量上别具一格，还可以在建筑部

件，如门、窗、檐口、阳台等上面推陈出新；既可在细部上实现个

性化的目的，也可在结构上显示个性化的魅力，还可以以序列的，

不同组合，构成具有个性化的群体建筑。建筑在自己造型的个性化

方面，是有一定规范的，这些规范既如绳索限制着建筑造型的自由

度，又像堤坝一样使建筑造型能沿着一定的渠道，顺畅地实现自己

的个性化，达到独创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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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昭昆
现代建筑发展趋势分析

    土木工程涉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带动的行业多。改革

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土建行业的贡献率达到三

分一。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趋势还将继续呈现长势头。

    20多年前，在国内工程建设行业，一场名为CAD的技术革命，宣

告工程设计制图行业开始告别传统的“绘图板+丁字尺”手工绘图模

式：而时至今日，一场来势更为迅猛的技术浪潮——B IM 技术，已

经兴起。

        B IM中的第一个字母“B ”广义地代表了各

类土木工程建设项目，它包括各种建筑和市政公

用工程。B IM  的第二个字母“I”不仅是指的信

息的传递，还包括信息在建筑全寿命期中各单位

、各流程间的“互用”和“集成”。B IM  的第三

个字母“M  ”包括静态的“M  odel”、动态的“M

 odeling”和相应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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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的核心是通过建立虚拟的建筑工程三维模型，利用数字化技术

，为这个模型提供完整的、与实际情况一致的建筑工程信息库。该信息

库不仅包含描述建筑物构件的几何信息、专业属性及状态信息，还包含

了非构件对象（如空间、运动行为）的状态信息。借助这个包含建筑工

程信息的三维模型，大大提高了建筑工程的信息集成化程度，从而为建

筑工程项目的相关利益方提供了一个工程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平台

   BIM （Building Inform ation M odeling）技术是Autodesk公司在2002年率先提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它可以帮助实现建筑信息的集成，从建筑的设计、施工、运行直至建筑全寿命周期

的终结，各种信息始终整合于一个三维模型信息数据库中，设计团队、施工单位、设施运营部门和业主等

各方人员可以基于BIM 进行协同工作，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节省资源、降低成本、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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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艺术是建筑师赋予建筑物的灵魂，随着科技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居住环境也

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不仅要求建筑外表具有形式美，而且要求建筑给人们提供一个舒适安全、

便捷健康的生活环境。现代建筑中优秀艺术作品不断涌现，很多建筑都给人类留下了很高的文

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如澳人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法国埃菲尔铁塔和中国国家体育馆鸟巢等，伴

随着人们对绿色世界的追求，不断进步的科技将使建筑更加智能化，他倡导节约能源、可循环

利用、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绿色建筑”逐渐等上了人类住宅的舞台，从而给人们提供更为舒

适、便捷的生活环境。以下是就建筑艺术、绿色建筑和建筑智能化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趋势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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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建筑审美的提升，建筑形象在建

筑设计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建筑艺术是按照形式美的规律

，包含客观形象和审美的双重含义，运用独特的艺术语言，

使建筑具有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人的感染力也多种多样

，通过建筑形象充分的表现出来。不同特性的建筑要求具有

与之相配的建筑形式，韵律是任何物体各要素重复出现所形

成的一种特征，不同建筑物之间的韵律能够赋予城市以者乐

美，一个建筑物的大部分艺术效果，就依靠这些韵律关系的

协调性、简洁性来取得的，从而给城市规划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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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为人们提供健康、使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

度地节能、节水、节材等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也称为生态建筑。今

后建筑科技将围绕保护环境，节省资源，降低能耗而展开，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

、便利的建筑环境。

  建筑智能技术是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设备、办公自动化及通信网络系统，集结构、系

统、服务、管理之间紧密的结合，为生态、节能、太阳能等在各种类型现代建筑中应用提供技

术支持，实现生态建筑与智能建筑相结合。生命建筑的发展离不开智能建材，智能建材是除作

为建筑结构外，还具有其他一种或数种功能的建筑材料，如：可自动吸收和释放热量、调节温

度、湿度等。随着科技的进步，光学纤维技术、纳米技术、声控技术和有效利用自然能源是

建设智能生态建筑的关键技术之一，建筑智能化已不再是梦想，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技术日趋

成熟并被广泛的修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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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现阶

段，随着人们经济和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现代建筑的需求

已不仅仅局限于功能

之上了。系统来说，

艺术、绿色、智能将

是人们未来进行建筑

建设时所追寻的三大

必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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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建筑
——崔国斌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多多少少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来作为这座城市的名片，那随

着近几年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特色建筑业也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甚至有很多城市

的标志性建筑物也逐渐成为了拍照圣地的“景点”。那么在全国，排名在前十的当代最著名建

筑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TOP10北京国贸三期(中国北京)
坐落在首都北京的国贸三期是目前北

京的最高建筑。于2007年建成，高

330米，80层，也是今日全球最大的国

际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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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9广州电视塔（中国广州）

  广州电视塔又成广州“小蛮腰”，塔塔身

主体高454米，天线桅杆高146米，总高度600

米 。是中国第一高塔，世界第二高塔，仅次于

东京晴空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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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8台北101大厦（中国台北）

   坐落在中国台北的101大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

夜间的台北101外观会打上灯光，以彩虹七种颜色

为主题，每天更换一种颜色，如星期一是红色、

星期二是橙色等，每天落日时间开始点灯，至晚

上10点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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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7上海中心大厦（中国上海）

上海中心大厦是上海的一座超高层地标式摩

天大楼，它的设计高度超过了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的高度。建筑主体为118层，总高为632米，结

构高度为58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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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6上海证大喜马拉雅中心（中国上海）

   它占地超过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

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综合商业地产项目。由证

大·大隐精品酒店和证大艺术酒店、喜玛拉雅美术馆

、大观舞台和商场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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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上海金茂大厦（中国上海）

   金茂大厦又称金茂大楼，它曾经是中国最高的大

楼，楼高420.5米。也是上海市最著名的景点以及地

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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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4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中国杭州）

   坐落在浙江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周围是青山绿水，借鉴中、西

方大学校园的发展模式，真正建成符合教育旅游要求的园林式、开放式的校园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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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3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国北京）

   国家体育场（鸟巢）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

心区的南部，也是2008年北京世界奥运会的主会

场。鸟巢总占地面积21公顷，场内观众坐席约为

9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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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2中国尊（中国北京）

   中国尊，位于北京商务中心区核心

区Z15地块，也是北京市最高的地标建筑

。用地面积1147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3

.7 万平方米，可容纳1.2万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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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1 中央公园广场（中国北京）

   骏豪·中央公园广场，毗邻世界第二大城市公园、亚洲最

大城市公园朝阳公园，辐射第三使馆区涉外区、燕莎商场时尚

圈、国贸商务办公领地，是中国传统元素的现代化呈现，充分

表达了中国式绿色建筑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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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雕刻纹饰
                 

    

——韩心雨

26

      有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建筑上都会刻有各

种各样的图样，比如龙、蛇、凤等等，但你有见过

刻有蝙蝠图案的建筑吗？现在的人们会感觉蝙蝠的

寓意不太好，但其实蝙蝠图案在古代时期也被运用

在很多建筑当中,在古代竟然代表着“福”。

   在古代建筑上的“蝙蝠纹”和“云纹”一样都有着美好幸福的寓意，古人们认为“蝙蝠”既不是鸟

类又不是鼠类，但它们却能在天上飞，而“蝠”代表者“福”，有蝙蝠飞进你的家中就代表着将福气从

天而降送到你的家里。所以在古代建筑上面雕刻“蝙蝠纹”也是有着“福气”、“福从天降”的寓意在

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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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蝙蝠”的谐音“遍蝠”，也寓

意着遍地都是幸福，福气满满，延绵长久

之意。它们的谐音到代表着好兆头，它的

图案在古代也是非常受人喜爱和欢迎。但

在现代，人们对蝙蝠应该是有“恨”意在

其中，其体内含有大量的病毒，都有超强

的传染性，导致给人类带来过几次大的瘟

疫，不过这也是人们对它不“敬畏”的原

因。除了“蝙蝠”意外，在古代建筑上还

有很多图案，下面就列举几个来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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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鹤纹：仙鹤代表的长寿之意，在建筑或

者装饰之上刻仙鹤就是寓意“长命百岁”！
菊花图案：花代表着超凡脱俗的隐者风

范，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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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纹：象征着地位权力和财富！

卐纹：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通常被认为是

太阳或火的象征。

龙纹：是我国古代时期最为尊贵的图案，所代表的是吉祥、守护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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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的未来
——李印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太空的向往和探索

是从未停歇的，古人夜观天象记录宇宙中的

每一颗星辰，现代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

都对太空进行过研究。从美国的载人航空首

次在月亮留下人类的足迹开始，各个国家争

先恐后地研究太空技术，我国在其中有着杰

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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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空o时代土木工程师还是大有可为，不可或缺。

为什么？很简单，建筑最终是住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太

空站，那不是用来住人的地方，那是做实验的地方，人在

里面住一年，已经很吃力了，骨质疏松最后可能会不可逆

的损伤。因为人，作为一个生物是被自然选择适应了重力

，需要重力的。所以，作为真正住人的太空建筑，必然是

有重力的，或者说替代“重力”的。这个在科幻小说里面已

经是常识，利用离心力产生重力效果。比如去年的电影

《星际穿越》里面最后那个太空站就是一个圆桶，大家生

活在圆桶的内壁（另外，这个是向克拉克致敬）。一旦有

重力，那么马前卒提到的问题就都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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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建筑材料

    我认为土木工程未来一定会在太空领域里生机勃勃，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建筑。虽

然外太空中，没有像地球一样的重力，很多土木工程的建筑理论都不能照搬利用。但是

，我相信随着科学社会的发展，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众所周知，土木工程从古至

今都是一项繁荣的产业。从最早的利用天然形成的山洞开始，逐渐发展至现在的高楼大

厦，人们对建筑物的审美，利用极其价值不断的变化，建筑材料也在不断的变化。如今

兴起了一项新的材料——保温节能材料。

    

——刘璐

我国的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低温干燥，因此对于房屋建造是需要采

用一定的保温材料。如今，全球对于能源的需求是日益加剧的。人们都在渴望寻找取之

不尽的环保能源来解决能源问题，但是目前公认能缓解能源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节约能源

。因此，节能就是一种环保，是一种新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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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节能材料，未来将大量应用于房屋建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做好房

屋建设工作就是做好国民基础性工作，房屋建设工程与国家整体的经济息息相关，

同时也能够为国家提供大量的运行资源。目前我国整体都在向着节能环保、绿色应

用、节约资源的方向发展。整个国家都更加注重可持续资源的合理利用情况，对此

提出了更好地要求。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兴起了一场新的建筑革命。目前人

们对于建筑的要求不仅仅是能够适应日常居住，还需要实现充足的能源供应，如果

出现多余的能源也不至于浪费，将其输入到电网中进行更进一步的利用。此外，世

界范围内都掀起了注重节能环保的应用理念，这一趋势势必会在建筑领域引起不小

的波动。在关注节能技术应用的同时为建筑领域带来新的机遇，不断推动整个行业

向前发展与进步。这样才能够完善建筑的合理化设计，创建更加丰富的构造形式，

形成完美与合理统一的应用体系，逐渐与新的时代进行有效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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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欣

34

    随着生活水平和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建设工程项目寄予了更多情怀，希望设计人员设计

构思时从满足安全使用功能的原始需求逐渐延伸到建筑物外观、结构、环保、经济等外在功能，设计

出集功能与艺术于一体的现代建筑物。但完成设计之后，如何将这些隐藏在设计图中的建筑灵魂予以

释放和控制，使其完成由设计概念到建筑实体的完美蜕变，就成为当代建筑工程项目的重点和难点，

也成为工程管理专业的主要研究对象。

    为了实现设计灵魂的有效落地，工程管理主要对工程建设的“两条腿”——工程技术和管理进行全

面研究。工程技术方面，本专业主要学习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大学英

语、工程管理概论、机械制图、VB语言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技术、系统工程学等自然科学，为达

到“以技术分析魂”目标奠定系统思维基础。管理方面，本专业主要学习城市规划、财务管理、工程招

投标与合同管理、工程经济学、项目管理、工程估价与投资控制、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学等人文经法，

为实现“以管理演绎灵魂”目标奠定理论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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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管理欲借助“两条腿”跨越前进，除了要通过学习技术和管理知识保证“两条腿”

茁壮成长，还必须借助国内外社会认证融会贯通、实现技术管理“两条腿”齐致均衡。当

前，工程管理专业类的资质认证有很多，从全球认可的国际项目管理经理认证系列（IP

M P、PM P）到全国通行的建造师资质认证、从定位提供专业咨询的监理、造价、评估

师到致力服务的施工、安全、质检员，工程管理界形成了种类齐全、社会认可度高等专

业认证序列，为促进工程建设“两条腿”的平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外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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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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