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众最常问建筑人士的问题就是：你的设

计风格是什么？“设计风格”似乎就对应着约定
俗成的“标准答案”———例如，西方古典象征高

贵；中国古典象征振兴；国际极简象征现代；小
清新象征年轻；赛博朋克象征未来；多元拼贴象

征东西融合……围绕这一建筑形象定义问题，
业内外经常陷入各执一词的缠斗。当然，最后获

胜的往往都是出资方，失败的往往是专业人士。

建筑，是一个与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
关的实践型专业，专业与大众都在其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都应得到重视。大致有六个因素，会
影响建筑形象的建立，不同情况下，各个因素所

起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尽相同，从而造就了建筑
千变万化的形象。

首先，就是建筑的使用功能。亦即，建筑是
做什么用的？它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学校、美术

馆，抑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同的使用功能，
会让建筑的大小、高度、规模、组合方式等产生

很大的不同，形象自然就会不一样。
其次，建筑的投资价值几何。很多建筑，包

括城市，其投入资金不同、投资主体的差异，都
会导致建造功能与规模、内部结构选型和选材

差异。自然而然，建筑的样貌也就不同。
再者，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

是要素。世界各地的气候、地形各异，即便同一

城市或同一乡村，建筑是靠近马路还是靠近公

园，是靠近河边还是沿着山坡，所处的自然环
境、人文环境也是不同的。对于房子的开窗采

光，还会受到地理因素影响，例如北半球的房
屋，应该在南面多开窗；南半球的房屋，应该在

北面多开窗；如果房子建在热带海边，就会开大
窗户，还会有门廊、大阳台等设施，利于遮阳、通

风；如果房子建在寒带，开窗就会小很多，墙体

也会做得比较厚，以保暖节能……
还有，就是建造技术与建造材料的影响。建

造技术与建造材料，是构成一座建筑骨架的本
质因素。例如欧洲教堂都造得越高越好，以象征

宗教意义，但由于技术所限一直未能如愿。直到
14世纪哥特式建筑时期，出现了尖肋拱顶、飞扶

壁等技术，教堂才真正做到了高耸向上的空间
形态。近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的

出现，也给建筑带来了新的技术突破。此外，还
出现了新的材料，如可印刷的水泥、透明的石

头、可自主呼吸的生态材料等。因而，如今的建
筑已经摆脱了原先局限于笛卡尔坐标系里的形

态，可以做到前所未有的动态感、连续曲面、光
滑质感。

第五，就是建筑相关法规的规范。各种法
规，包括城市规划、城市交通、防火和消防规范、

经济法规等都会影响建筑形象。例如，在纽约

曼哈顿看到的摩天大楼，顶部几乎都是随高度

普遍缩小的特征———这其实是符合城区规划
法规要求的结果，目的是不遮挡阳光以及视

线。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沿岸，有很多密密麻麻
挨在一起的传统住宅———那是因为以往，荷兰是

按照建筑面宽来收税的，所以房屋的面宽要尽量
做窄……

第六，就是我们如今引发业内外高度关注的

使用者、设计者的审美与习俗等。建筑使用者、设
计者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习俗、审美倾向、哲学

观念等也对建筑形象产生影响。如北京天坛，作
为古代皇帝祭天之作，就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习

俗的象征意义。祈年殿，是祈求丰收的祭所，殿内
列柱内圈为四根，中圈及外圈均为十二根，象征

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和二十四节气。天坛整体
体现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其屋顶颜色基本采

用了蓝色琉璃瓦，是受到“天蓝地黄”传统观念的
影响。古希腊的柱式也有其文化内涵。陶立克柱

最简单，看上去很有力量，象征着男性的刚健；爱
奥尼柱一般比陶立克柱高，看上去苗条一些，象

征着女性的柔美。
以当今中国建筑学业内外的交流情况来看，

前五个因素影响相对客观、明确，比较容易理性
推导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建筑形象。而第六个因

素，在文化环境相对独立，设计、建造与使用者密
切相关的乡土社会里，

也容易明确交流。但是，

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中
国，多元文化未必能够

达成共识的环境下，双
方想要达成有效交流，

都应拓展思路、换位思
考。

对于公众领域的建

筑设计，就要考虑得更
为全面、深入。第一，要

认识到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的不同。绝大多

数建筑都具备不同程
度的公众性，这决定了

过于个人的趣味，不适
于“公之于众”。曾有一

度，广州恒大新足球场
设计方案看起来比较

像是莲花，就引发了具
象还是抽象、高雅还是

低俗审美的热议。最
终，方案回归为“抽象

美”。第二，要认识到现
代化观念，是整个世界

大趋势。机械美、抽象
美与象征意义的表达并不矛盾，还可避免过分

追求具象化过程中，使用功能和细节上的浪费。
例如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设计师用了 6万根蕴

含植物种子的透明亚克力杆，组成巨型“种子殿
堂”，也成为送给中国的礼物，堪称当今世界最

佳建筑设计之一。
对于建筑专业人士而言，一方面，不要用形

式主义肤浅解读大众美学诉求。建筑师要关注生

活、文化、人性，深究形式背后的真正诉求。曾有
一位业主想复制美国白宫做自己的办公楼。建

筑师问他，是想复制白宫还是想要它代表的气
派？业主表示，想要气派。于是，建筑师建议，表

达气派的方式有很多种，解读了如何通过比例、
尺度、材料、细部共同铸就真正的气派。最终，在

避免了山寨建筑的同时，也帮助业主看到了自
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尊重大众对

“具象、象征”的文化以及美学诉求。某建筑设计
师设计的幼儿园，以“活力岛屿”“童话森林”为

概念，采用专业认同的“本体”手段———建造的、
材料的、空间的、基地的，进行发展，在抽象与具

象之间找到了平衡。
与其双方陷入感性的“美学之争”，不如逐渐

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理性的“多样化美建筑标
准”，避免建造出具象如福禄寿天子大酒店、各种

山寨欧洲小镇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建筑或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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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天，一个接

一个的艺术大展，一个
接一个的世界级美术馆

的到来，如同直射的阳
光带来的能量，一起点

燃了这个城市里人们对
于文化精神生活的向往。

据悉，继 2019年开馆展“时
间的形态”后，西岸美术馆与法

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五年展陈合
作计划，将从 7 月 28 日起至

2023年 2月 5日进入第二个常
设大展“万物的声音”的合作，这

一次的展览，将“一网打尽”立体

主义先驱、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
义的先锋人物，以及当代观念艺

术前卫代表。乔治 ·布拉克、巴勃
罗 ·毕加索、费尔南德 ·莱热、马

塞尔 ·杜尚、曼 ·雷、让 ·廷格利、
塔蒂亚娜 ·特鲁维、梁慧圭等艺

术史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的重
要作品，并按时间顺序铺陈于西

岸美术馆一号和二号展厅。可以
说，展览的前半部呈现的是一个

属于先锋艺术家的世界，以杜尚
创造的“现成品”艺术为代表，看

到的是艺术家如何用创意推翻
旧程式；展览的后半部就是透过

波普艺术家、新现实主义和激浪
派运动的成员的视野，再现在消

费主义盛行下，“物”在艺术中的
角色。

如果说西岸美术馆与全球
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中心蓬皮杜

的合作是一次现当代艺术万花
筒式的巡礼，那么与其一江相隔

的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
馆的合作，可以说是一道从 19

世纪西方古典艺术贯穿至今的

强光。浦东美术馆刚刚启幕，就
已经成为上海热力四射的崭新

文化地标，闪耀的光芒不仅仅在
于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让 ·努

维尔设计的白色建筑体本身，也
在于为建筑注入的灵魂———艺

术作品。为了此次浦东美术馆的
开馆大展，泰晤士河畔的英国泰

特美术馆拿出了 100多件珍贵
藏品，包括《奥菲利娅》、英国风

景画先驱透纳、康斯太勃尔在内
的诸多堪称镇馆之宝的作品；西

班牙米罗美术馆也带来了迄今
为止在中国最大的胡安 ·米罗

展。浦东美术馆与泰特合作的不
仅是展览，更有运营模式的深度

合作———泰特将为浦东美术馆提供为期
三年的咨询服务。

无论对于 2019 年启幕的西岸美术
馆，还是开幕不久的浦东美术馆，与世界

顶级美术馆的合作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
艺术品的特殊性，对于合作场馆在运输、

展陈、保存方面的条件极为严苛，对于运
营人员的要求亦如是，所以，但凡拥有一

件件珍贵的藏品的博物馆美术馆都不太

愿意把藏品出借给新建之馆。大英博物

馆、蓬皮杜艺术中心、伦

敦泰特美术馆、艾尔米
塔什博物馆……这些世

界顶级博物馆都是所在
城市最经久不衰的名

片，还有什么比它们更
能代表所在城市的底蕴、高度和

实力呢？而汇聚了各自文化菁华
的他们，为什么如此青睐上海？

近些年，上海双年展、民营
美术馆群落、大型艺博会与国际

画廊拍卖行等艺术机构的建立，
逐渐完善塑造了一座城市动态

发展的艺术生态。以丰富多样的

艺术场馆为代表的软实力是一
块特别的城市发展“拼图”，对上

海而言，价值观、文化、制度等要
素构成的无形力量，更直接地决

定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强度
和速度。各个类型大型艺术场馆

的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已经是
上海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不

用远赴伦敦、巴黎、纽约就能看
到这些珍贵原作，不论对城市里

的普通观众还是本土创作者而
言，都是一份文化厚礼。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土地
与文化孕育了一个相比别的城

市更庞大的热爱艺术的人群，日
积月累的眼光培养了一群世界

级的观众，这正是社会与人心的
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当

下的世界正变得日益动荡和不
安定，很多的隔阂都因为人们对

其他文化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
而博物馆美术馆可以通过历史

的呈现、文化的解释，对世界产
生积极影响。

谁都不会忘记，曾经于

2017年夏天火爆的《大英博物
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在上

海博物馆门口引发了长长的排
队风景，首日排队最长的时间竟

然达到 5小时。艺术的热量还辐
射到了上海的周边城市，队伍里

常常看见有拖着行李箱赶来观
展的观众。

蓬皮杜中心馆长伯纳德 ·

布莱斯涅在与西岸美术馆的合

作之初曾经说过：“蓬皮杜非常
注重上海的艺术生态，注重在

此土壤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
们希望能够融入上海当地的艺

术生态。我们不是法国风格艺

术的代言人，我们想成为新一
代上海人。”

当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选择
与上海合作，把展览

输出到上海，意味着

上海正在向世界级
艺术中心迈进，在上

海，看到世界；在上
海，也让世界看到我

们，这个国际文化大
都市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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