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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建筑大家，他们为我国建筑文化的传承、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
城镇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创作和建筑科技的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有的在建设理念、建设思想上思考颇深，有的在建筑教育、建筑理论上造诣深厚，有的在建筑科
技、建筑设计上硕果累累，为我国建设领域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建筑与文化遗产。
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快、西方建筑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形势下，深入梳
理、品读建筑大家的建设思想和学术成果，对指导当代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传承、借鉴、发展中国优秀的建筑文化和学术成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组织整理为我国建设事
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建筑大家的学术论文、报告、笔记和手稿，呈现他们的学术思想、建设理念、专业
素质和道德品行等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编纂出版《中国建筑名家文库》（下简称《文库》），以
期建设工作者汲取更真实的中华建筑文化知识和学术思想，正确处理传承发展中国优秀建筑文化与学
习借鉴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城镇。
　　我们希望编纂出版的《文库》成为富有历史价值的关于中国建筑文化发展历史的重要学术文献之
库，并希望当代建设工作者能够从《文库》中汲取营养和经验并有所感悟、借鉴，为我国建设事业健
康、有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库》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领导和老一辈建筑师的大力支持，他们对《文
库》组稿、编纂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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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加快，西方建筑师不断涌人中国市场，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融趋势下，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建筑文化愈加引起建设者的重视。
然而，当前中国建筑师掌握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根基不够深厚，横向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
建筑技术多，纵向积累、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知识少。

建筑要有地域特色，中国城市和建筑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曾带来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城市建筑类似、雷同，缺少地域特色，缺少文
化内涵，城市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民族文化、传统建筑文化的回归。

本书是“中国建筑名家文库”系列丛书之一，汇集了作者学术论文，设计构思、纪实，杂文随笔，会
引、书序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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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一刚，教授1932年9月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1953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系，后留校任教并相继
晋升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建筑学学科召集人。
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人事部博
士后专家组成员。
曾任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
　　彭一刚教授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工作，同时致力于建筑设计及建筑创作理论研究，曾出版专著《建
筑空间组合论》《建筑绘画基本知识》《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创意与表现》《感悟与探寻》《建筑
师笔下的人物素描》等八部，其中五部专著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曾多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60余名。
他还获得了国家建筑教育奖和梁思成建筑奖一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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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篇 学术论文
1.螺旋发展与风格渐近——兼论继承与变革的辩证关系
2.高屋建瓴.创造理论研究新风气
3.空间、体形及建筑形式的周期性演变——答窦武同志
4.激情·才思·技巧——建筑创作三要
5.革故鼎新，面向未来——中国建筑教育之路
6.漫话纪念碑建筑
7.守旧与超前——兼论发展中国家建筑师的历史使命
8.唯理与重情——中西园林美学思想比较
9.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10.悦目与赏心——建筑创作朝更高的层次突进
11.从建筑与社会角度看模仿与创新
12.面向21世纪中国建筑的展望
13.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抉择——由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审所引发的反思
14.从整齐一律到“杂乱”有章——当代西方建筑赏析
15.化体为面，重焕生机——迈耶作品赏析
16.奇正相生，意趣盎然——当代西方建筑赏析
17.从自然流露到刻意表现——当代西方高技派建筑赏析
18.论建筑形式美规律
19.地域风格在印度
20.从彰显到含隐——现代建筑的日本表现
21.建筑审美中的雅和俗——西方当代建筑赏析
22.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第二篇 设计构思、纪实
1.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天津水上公园熊猫馆方案构思琐谈
2.限制与创造——天津大学建筑系馆方案构思
3.限制与创造续篇——再谈天津大学建筑系馆方案构思
4.中而不古、新而不洋的求索——析王学仲艺术馆方案构思
5.取形、取意、形神兼备——由山东平度公园谈园林建筑中继承与创新的探索
6.从这一类到这一个——甲午海战馆方案设计
7.何叹复古何患折衷——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百年校庆纪念碑亭设计
8.超越思维定势意在推陈出新——福建漳浦西湖公园的规划设计
9.立足本土、谋求创新——我的创作历程
10.现代建筑地域化，地域建筑现代化——舟山市沈家门小学的方案构思
11.回归建筑本体论，但也要与时俱进——郑州高新技术孵化器三期工程设计构思
12.理性、象征、形式生成——郑州高新技术孵化器一、二期工程设计构思
13.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撞击与融合——厦门日东公园的设计构思
14.年少未敢忘忧国——建川抗日战争博物馆国军馆设计纪实
15.从夹缝中也要挤出一丝韵味——郑州大学工科园区规划设计构思
第三篇 杂文随笔
1.名人名言的荟萃——评《建筑文库》
2.超越自我思变求新——为《莫伯治集》而作
3.质朴纯真意趣盎然——余老手稿赏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彭一刚文集>>

4.亲切的尺度、典雅的造型和高品位的追求——《中国当代建筑师——程泰宁》读后
5.择业与成才
6.人生道路上的求索
7.满城尽披博士袍——有感于研究生的扩招
8.致安徽省安庆市高琦小学的信
9.复田硕小朋友
10.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建筑学是如何由冷变热的
11.要体现的是全球华人建筑师的才华和智慧——参加世博会中国馆方案评选有感
12.从半个“文盲”说起——“手绘建筑画竞赛”评审有感
13.忆恩师徐中
14.徐中先生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成长——纪念徐中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15.建筑与文化的思考
16.也谈五大道的小洋楼
17.关于建筑表现图
第四篇 会引、书序及访谈
1.廿载辛苦不寻常——读《中国现代建筑史》有感
2.《创意与表现》序
3.《感悟与探索》前言
4.为崔恺同志作品集作序
5.为《布正伟作品集》作序
6.为《何镜堂作品集》作序
7.为《当代世界先锋建筑的设计观念》作序
8.《中国古典园林分析》再版缀语
9.《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三版补缀
10.《建筑方案构思与设计手绘草图》序
11.《建筑师笔下的人物素描》序
12.为《建筑师》优秀论文集作序
13.《城市年轮》作序
14.《本土建筑》作序
15.既要听意见，更要抓落实——在桂林城市规划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16.响螺湾规划发言记录
17.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海河两岸地区城市设计国际咨询研讨会——彭一刚发言整理稿
18.漫步于教学、科研和建筑创作之中——彭一刚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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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格的继承与变革　　除功能与建筑形式的对立统一，在建筑发展过程中，还贯穿着艺术形象与
思想内容的对立统一。
这主要是通过建筑风格的演变表现出来的，它也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黑格尔在谈论到各门艺术发展过程时指出：“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完满发展的繁荣期
，此前有一个准备期，此后有一个衰落期。
因为艺术作品全部是精神产品，像自然界产品那样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完美，而是要经过开始、进展、
完成和终结，要经过抽苗、开花和枯谢。
”（《美学》第三卷5页，朱光潜译）黑格尔认为：艺术在开始阶段——也就是它的准备期——总是
偏向于牵强和笨重，在次要方面不厌其详。
而越过了这个阶段就进入“严峻的风格”，这时一切偶然性的东西都被远远地抛开，其特点是母题很
简单，所表现的目的和旨趣不多，所以在体形、结构、筋肉和运动方面也没有多少细节上的变化。
继“严峻风格”之后，达到了艺术的成熟期——“理想的风格”。
黑格尔在描述理想风格时写道： “我们可以把理想风格称之为寓最高度的生动于优美静穆的雄伟之中
的风格⋯⋯一切都是有意义和富于表情的，一切都是活泼和发挥效率的。
”过了成熟期之后，实际上就开始走向衰落期——“愉快的风格”。
用黑格尔的话来讲： “⋯⋯从秀美朝外在的方面再前进一步，就会转变为愉快或取悦于人的风格。
”为了迎合欣赏者的趣味， “在建筑、雕刻里，这种愉快的风格使得简单而雄伟的体积消失了，到处
出现的是单独的小型造像、装饰、珍宝、腮帮上的小酒窝，如此等等”。
黑格尔这一段关于艺术风格发展变化的论述，深刻地揭示出艺术的思想内容与其形式之间对立统一的
辩证关系。
建筑虽然不同于绘画、雕刻等纯艺术，但在建筑中除功能、形式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外，毕竟也
有艺术形象和其思想内容之间的对立统一问题。
历史上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这种矛盾运动的产物，因而它必然也要经历开始、进展、完
成、衰亡和终结等过程。
前面提到的装饰处理由简洁到繁琐，再由繁琐回复到简洁；艺术风格由纤细到粗犷，再由粗犷回复到
纤细等周期性特征，实际上就是这种发展过程所表现出的某个侧面。
　　大家知道，西方近现代建筑是在否定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对于西方现代建筑的否定，将意味着历史上某些建筑风格会重新得到肯定。
而且，提出建筑应当为着人的主张，这和文艺复兴时期为反对宗教神权统治提出人文主义口号，至少
在尊重人的方面有共同之处。
联系到战后出现的其他一些流派——新古典主义、新历史主义、象征主义、新地方主义——中的某些
创作理论和实践活动，就使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好像从中看到了它的影子
。
　　沿着历史继续往前追溯，文艺复兴建筑是对中世纪建筑的否定，而中世纪建筑又是对古希腊、罗
马建筑的否定。
由此看来，一条由低级到高级、按否定之否定以及螺旋形式发展的线索便隐约地贯穿于西方建筑整个
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图1）。
作为互相对立的两极，一方以整齐一律和严谨对称为特点，另一方以自由活泼和放荡不羁为特点，尽
管随着历史的推移每一次周期性的重现都有质的飞跃，但就体现两极对立的特点来看，则是比较明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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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传承、借鉴、发展中国优秀的建筑文化和学术成就，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组织整理为我国建设事
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建筑大家的学术论文、报告、笔记和手稿，呈现他们的学术思想、建设理念、专业
素质和道德品行等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编纂出版《中国建筑名家文库》，以期建设工作者汲取更
真实的中华建筑文化知识和学术思想，正确处理传承发展中国优秀建筑文化与学习借鉴西方建筑文化
的关系，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城镇。
本书为《彭一刚文集》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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