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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们共和国的60华诞，干支轮回整整一个甲子。
我们是这60年历程的亲历者，我们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了这60年中国家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落后穷国，建设成一个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新兴大国。
这里有一组简单的对比数据，或许可以简略地反映出这一巨大变革：　　总人口：5．42亿（1949年）
，13．2亿（2007年）；　　国内生产总值：1015亿元（1952年），300670亿元（2008年）；　　人
均GDP：119元（1952年），22674元（2008年）；　　粮食总产量：1．1亿吨（1949年），5．28亿吨
（2008年）；　　固定资产投资额：43．6亿元（1952年），137239亿元（2007年）；　　城镇化水平
：10．64％（1949q：），43．9％（2006年）；　　城镇人口：0．576亿（1949年），5．77亿（2006年
）；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11．7万（1949年），2005万（2007年，包括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
　　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这60年是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60年，攻坚克难的60年，硕果累累的60年。
利用60年大庆的契机，各行各业也都要回顾盘点—下自己行业、部门的奋斗史、发展史。
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指导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建筑创作》杂志社经过
精心策划，和天津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推出了“建筑中国六十年”系列丛书（以下简称“建筑60”
）。
这套丛书是以全新的视角对建筑行业、建筑文化诸领域的全面回顾和审视，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
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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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建筑中国六十年（评论卷1949-2009），书中具体收录了：《试析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的不同评
价》、《上海建筑为何偏好“境外设计”》、《南京：越来越不像自己》、《如何理解地方特色》、
《“适用、经济、美观”——全社会应当共守的建筑原则》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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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建筑设计历甲子建筑需要评论评论文萃  把基本建设放在首要地位  反对设计中的保守落后思想  两
幢豪华的宿舍大楼  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  从节约观点看“四部一会”的办公大楼  华而不实的西郊招
待所  加快设计进度，提早供给图纸  反对“建筑八股”拥护“百家争鸣”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筑设计中
存在的几个问题  建筑师还是描图机器？
  火烧技术设计上的浪费和保守  正确的设计从实践中来  车站与火炬一漫谈建筑艺术的思想性  欲放未
放，欲鸣不鸣一从对前三门建筑的评论谈起  北京香山饭店建筑设计座谈会  香山饭店设计的得失  设计
是工程建设的灵魂  不容忽视的五个“星座”  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  建筑呼唤评论——建筑评
论研讨会综述  “夺”式建筑可以休矣  试将巴黎比北京  城市现代化≠建筑高层化+玻璃幕墙——物质
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点评北京站与北京西客站  浦东建筑—二评  建筑环境与人民的文化及美育的关系  
 ——评南京、上海及北京新建机场的设计  试析安氏国家大剧院方案的不同评价  我们为什么这样强烈
反对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摘)  不谐和中的大谐和——简评安德鲁中国大剧院之造型设计 
在争论中生存——国家大剧院工程  建筑设计：被忽略的巨大生产力  我们的城市怎么了  上海建筑为何
偏好“境外设计”  中国建筑师该醒醒了  挂“洋头”与卖狗肉  东方广场：新的“活化石”  评上海国
际会议中心  暧昧的人民广场  南京：越来越不像自己  建筑物语  真诚：建筑师共同面对——首届建筑
创作论坛发言摘要  如何理解地方特色  建筑表现什么  “合作设计”的自省  说说“空儿”和“绿色”  
新疆国际大巴扎设计的原创性生命力  万般艰难集一顶  中国当代建筑几种设计倾向  “城”的诱惑  适
用经济美观：一个都不能少  角色的错位与破坏性的颠覆  建筑师患上失语症？
  “适用、经济、美观”——全社会应当共守的建筑原则  建筑师要端正心态  是什么在让建筑论坛走形
 长官意志：建筑师的厄运和幸运  该建的没建，不该建的就别建了_一有感“议会大楼”和新ccTv建筑 
中国建筑的矛盾性——建筑的苦恼  中国的钱多得没处花了吗  温故知新话“798”  建筑师应该恪守职
业道德  建筑师，妥协与无奈下的焦虑  建筑失忆与城市危局  谁为建筑的未来买单  “短命建筑”与“
破窗理论”  从“春茧”到“海之贝”之变  编前编后：希望是“建筑中国60年”的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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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中，修建办公楼、宿合、学校、医院和工
业建设的其他附属建筑，占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
几年来，在以上各方面，全国修建了数千万平方米的各种建筑，仅1953年，国家直接投资建设的房屋
面积即达300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住宅约1200万平方米。
建筑事业的这种繁荣景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有过。
只有在人民的中国，由于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文化和物质生活的高度关怀，才可能把这些建筑列入国
家的计划，成为国家建设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这样巨大的规模进行这些建筑。
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建筑也就应该服从国家建设的要求，而不应该离开国家计划的轨道，离开
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人民的实际需要。
　　国家对建筑的要求是什么呢？
建筑的原则，党和政府早就指出了。
这就是一切建筑都应该做到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适用就是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筑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比如，工厂中的附属建筑，一定要满足生产的要求，便利于生产和工作；学校必须便利于学习；医院
必须便利于医疗和病人使用。
如果不是这样，建筑便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经济就是要服从当前国家的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的投资，要
用少数的钱盖更多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建筑中不顾经济效果，追求富丽堂皇的做法，就是违背这个原则，就是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
建筑的美观当然也是重要的，我们决不否认建筑艺术而提倡丑陋，但是除了少数以满足艺术要求为主
要目的的特殊建筑以外，建筑的美观一般决不应当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
美观而不适用，就是为次要的利益而牺牲主要的利益；美观而不经济，那不但是浪费了国家的财力，
而且往往使需要住房子的人因为费用太高而住不起，其结果也就不能算作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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