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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城市建筑的“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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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城市建筑的实耵性、时代性、艺术性、传统性和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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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的实用性 

1)通常认为，建筑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人工庇护所，是处在各种环境中具有内部空间的人 

造实体。 

动物园里的动物庇护所，以及陵墓等，也是人造空间，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故也属建筑。 

建筑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古老的工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划分，建筑的定义已 

不限于“庇护所”和具有“内部空间”的狭义概念，如纪念碑、塔，以及公路、铁路、桥梁、码头、机 

场、跑道等，也属建筑 因为，力学理论、建材、麓工、维修、管理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况且，交通 

行业的发展，出现了诸如隧涵、地铁及至海底通道等，也具有内部空间。因此，广义地说．应用 

力学原理和建筑材料构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任何人工实体，都是建筑。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各行各业都有建筑，建筑存在于各行各业之中 一句话：凡有人类生 

存的地方就有建筑 

2) “人类需要”包括生理需要，以及学习、工作、娱乐、休闹、交往等需要，所以，建筑构思 

要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即所谓“人本”思想。 

人需要生存于集体之中，或日，离开了集体八就不能生存。人的群体性决定了建筑的群体 

性，而一定规模的建筑群体就形成了城市。为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城市就得具有各种功 

能的建筑。住宅建筑以及与住宅直接相关的建筑一文、教、卫生、体育、商业、服务等公共建 

筑和管、线、路、绿化、美化等公用设施，形成了住宅区。住宅区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区，住宅建 

筑是一切建筑的始祖。 

3)人一生 80％的时间生活在住宅医，城市 30％以上已开发土地是住宅区，住宅建筑面积 

占城市全部建筑面积 50％～60％，住宅建筑的投资占城市总投资的 25％左右。这 4组数据，决 

定了住宅建筑在城市建筑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住宅行业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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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的定义和功能决定了建筑必须为人设想，为人服务．住宅及其相关建筑更是如 

此。为人服务的第一性就是实用性。实用性的内涵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满足人的愿望，其本 

质是需要因素与可能因素之间的平衡。 

5)实用性对建筑设计师提出的要求：一是要了解用户的意愿，二是要了解物业管理者的 

意愿．两者缺一不可。深圳市益田村的设计就注意到了这两方面的愿望。 

例如住户希望在面积(75 )不变的前提下改二房二厅的户型为三房一厅，以便生儿育女 

后请保姆或老人照看时，居住方便；住户不愿意在住底层(易潮湿等)和顶层(易渗漏等)，设计 

上采用跃层式(复式)的方法来解决．以满足住户的愿望。又如，住户对装修挑剔最多，往往打 

掉重装，造成浪费，设计上则采取简易办法，让住户按自己的意愿装修．但厨厕装修应尽量想周 

到些．以避免二次装修动用砂石水泥，造成排水管道堵塞。 

物业管理单位不仅代表住户的意愿，而且还要考虑美化环境、方便管理等问题。所以，他 

们的考虑往往更周到、更全面，如通行、停车、治安、信箱设置、水电抄表、公用灯光、绿化用水、 

社区文化设施、垃圾收集转运、肉菜市场摊位清洗等．在设计中均不应漏项。 

2 建筑的时代性 

1)建筑体现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管理等的综合水平。 

其科学表现为力学理论(如工程地质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等)，以及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的生产加工理论。 

理论应用于实践过程中的工艺手段为技术。包括力的集中或分散的手段，计算、制图、施 

工方法及其机具设备的选择、操作等。多层建筑中采用的夯扩桩，高层建筑钢结构通过焊接实 

现力的传递等均属技术。 

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而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生产、交换、消费能力的总和．经济发展水平又会反过来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也会促进或制约文化发达程度。文化，指的是人类在思想方面的理与情的 

表达和表现。表达是理与情的叙述和倾述，而表现是叙述和倾述的方式(表达都得通过一定方 

式进行)。所以．也可以把文化定义为：理与情的表达及其方式。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数字、语 

言、文学、书画；有音乐、舞蹈、雕塑、影像；有韵律和谐的，有刺耳惊心的；有有型的，有无型的； 

有动的，有不动甚至是凝固的等等。严格地说，一切人工产品都包含着文化．但各有各的直观、 

直觉及内涵。建筑，当归类于一种以有型的、凝固的方式表达理与情的文化。 

管理是对事物控制与促进的程序和措施，其目的是提高效率，质量和效益。 

2)人粪 由地下庇护所到地上庇护所．由无厨厕到有厨厕．由一层到多层，进而到高层，由 

分散到集中，由基本生存需要到“回归大 自然”的环境质量，以及智能建筑的产生等，无不体现 

出时代性。 

3)时代性即历史性。历史使命要求设计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掌握该时代的相关知 

识．具有该时代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以构思具有时代性的设计。这就 

是说．时代性要求具有现代意识。 

深圳市益田村设计中的现代意识表现在：一，有效高比例的绿化面积，绿化率达 38％．其 

中每户植果树一棵，号称果园住宅区；二，有较宽足的车道、人行道，以及停车位 (3户一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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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三，有较齐全的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包括中心广场、康乐中心、体育设施等；四，较齐全的家 

用器具管线及其存放位置。 

3 建筑的艺术性 

1)艺术属文化范畴，表达理与情的方式是形体 (包括人的表演)和色彩，目的是供人观 

赏，引发思维。它的特点是见其物、见其人，比诗文、朗诵、音乐的描述更直观。它既叙述理，更 

倾述情，是理与情的高度概括，其内容更加含蓄。 

2)建筑是工程，也是艺术。建筑比语言、文字、舞蹈、音乐、书画雕刻等出现得更早，算得 

上是文化及其艺术性的先躯。建筑工程与采矿工程、冶金工程、机械工程、电力工程、无线电工 

程、航海航天工程等相比，更具艺术性。 

建筑工程投资大，形体大，数量多，景观效应强。可以说，景观效应好与坏，皆因建筑所致 

因此，对建筑工程的艺术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建筑物的造型，内外装饰及其色调，室外工程的 

道路铺设、照明、绿化、景点、小品、雕塑等都体现着艺术性 

3)艺术有整体感，也有局部感。一个城市、一个住宅区有整体空间，也有局部空间。如同 
一 个画面，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均应协调，给人 美感。通俗地说，人工产生的一切美都 

是艺术。 

4)艺术有大众艺术，有专业艺术。大众艺术是雅俗共赏的，而专业艺术是专业人士探讨 

艺术发展方向和工艺与技巧的。显然，住宅区的建筑艺术或其它艺术(包括雕塑)属大众艺术。 

那些怪模怪样的，看了不舒服的，只供作者自己欣赏，解释了别人也无法理锵，最好不要放在住 

宅区里。住宅区里的艺术性，应是明快的，易于理解的，有观赏价值的，有典故、有寓意、能启发 

人的。应该说中国的典故是说不完的，就看如何表达。 

5)艺术是很难有严格标准的。但作为大众艺术，只要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算成功 

了，达到目的了。 

深圳市益田村多层住宅采用了斜坡屋顶，铺以仿琉璃瓦， 及采用不同形状的檐眉，它与 

莲花北村单一的平台屋顶和外形相比，产生了明显的景观效果，得到了住户们一致称赞。该住 

宅区的中心广场的图腾柱形式的十二生肖雕塑，配 十二时辰的布置，将吸引每个人摄影留 

念，并可 增长一些民族传统知识。 

4 建筑的传统性 

1)传统性是习惯的延续与发展，但习惯不等于传统。习惯有好有坏，坏的被历史淘汰，好 

的被历史保留，并衍变上升为传统。传统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在理与情方面的认同，故传统应届 

文化范畴。完整地说，传统系指文化传统，传统的特点是具有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 

世界上的建筑有共性，也有个性。力学和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应用属共性，民族和地方 

色彩属个性。共性表现在构成建筑的理论、物质，个性则表现在构成建筑的精神、风格。 

2)中国的传统建筑可总结为大气、生气和富丽三个特点。 

大气，体现在大门、大窗、大进深、大屋檐，给人舒展的感觉。大屋檐下形成半封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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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遮阳避雨，起庇护作用，叉视野开阔，直通大自然。大气，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天 

人台一”的思想 

生气，体现在四角飞檐翘起，或展翅欲飞，或直立欲飘，把建筑物(包括塔、楼)的沉重感显 

得轻松，把凝固显得欲动。若“大气”产生于理，则“生气”产生于情。情越浓，艺术性越强，中国 

传统建筑造型的艺术性，是任何其它民族建筑不能比拟的。西方传统建筑的艺术性不在建筑 

物本身．而在其附着的雕塑或绘画～—观赏艺术——无法给建筑物自身带来生气。 

富丽，体现在琉璃材料的使用。它寿命长，颜色鲜艳，在阳光下，耀眼夺 目，在各种环境中， 

富丽堂皇。其较高的成本，象征着财富和地位。 

可见，大气，生产、富丽三者，既有其特定的形色，又有其丰富的内涵，三者结合形成了中国 

建筑的传统。 

3)上述三个特 点，仅指建筑物本身，未及其环境。若包容环境，中国建筑的传统性还有第 

四个特点——重山林风水。中国历代的职业风水先生，去除迷信部分，可称得上是选址专家。 

有山，易取其势，视野开阔，排水顺畅；有林，易取其物，食柴丰盛，鸟鸣果香；有风，易得其 

动，空气新鲜，消暑灭病；有水，易得其利，鱼虾戏跃，鹅鸭成群。故此，若靠山面水．侧有良田沃 

土，阳光充沛．兼有舟楫之便，当然是公认的益于人生存的最佳选址。 

中国传统建筑不仅重 自然的山林风水，也重人工的山林风水，让人工的与自然的谐调，院 

内的与院外的衔接，造成“天上人间”之境，使人产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神怡之感。 

中国历代对山林风水建筑环境的酷爱，已达到抬眼欲望的程度，从而延伸到室内，盆景即 

产生于中国。 

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第四个特点，更加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恰与现代人“回 

归自然”的欲望相合。可见重山林风水的传统思想必将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发扬、发展。 

所以可以这样结论：“大气、生产、富丽和重山林风水”，这四个特 点完整的构成了中国传统 

建筑(群)的风格。 

4)设想，若中国的国门建筑(如海关、车站、机场)、政府建筑、文化建筑等，都一味的“西 

化”，那么，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中，还有什么地位呢?难道能让中国传统建筑从我们这一代失 

传吗?传统失传，等于文化失传，等于民族泯没。 

在国外，华人居住的街道上，普遍都有一个琉璃瓦大门，在众多的西方建筑中极为醒目，以 

示华人汇集的地方。但在国内，如果不看人，不看字，深圳、上海恐怕不知是哪个国家的城市 

了 

让人欣慰的是，北京新火车站、北京图书馆，还有北京农贸大厦等，都继承发扬了民族传统 

风格。相信，几百年后，考古学者将会以此做为 20世纪 80～90年代中国建筑的代表。 

许多富裕起来后的农民，为了表达喜悦的心情，所建的新住宅都采用琉璃瓦屋檐。这一方 

面反映了农民经济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民对传统建筑的喜爱——尽管他们无法 

把传统建筑的特点作出完美的表现。不过它却极具说服力地表明：人们在自发地呼唤着民族 

的传统建筑 

深圳市益田村仅仅采用了仿琉璃瓦(釉面瓦)的斜面屋顶，人们看了已感到亲切、活跃，比 

起莲花北村平台屋顶的单调、死板，既花钱较小(减少了隔热层)，又避免了渗漏。人们的呼唤 

难道不值得各地决策者和设计师思考吗?在一个住宅区里，起码各景点、社医文化设施、公共场 

所，应考虑体现中国建筑传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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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的经济性 

1)经济性有两个含义：一是在经济上可以承受，二是尽量实现时间的节约。 

2)经济性控制了建筑的总体规模和水平。它与建筑的实用性容易协调，而与建筑的时代 

性、艺术性容易矛盾。设计师们对此最感棘手，但却是对他们真实能耐的最大考验。 

设计师绘图与画家绘画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仅凭一支笔、一张纸，可以随心所欲，可以海 

阔天空。而设计师的驰骋空间是要大受局限的。因为，他们的构图，是为了要形成实体，其成本 

可以为一幅画的千万倍。再美好的设计，囿于经济条件而无法实现，试问其价值何在?所以，一 

个经济观念不强的设计师，是不完整的设计师。 

3)在逐步实现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承受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户能否承受，另一 

方面是投资者能否承受。例如住宅，假定不同类型的住宅，相应不同类型的住户可以承受，那 

么就看投资者能否承受了 若囡朝向不好，或囡底层易潮湿、顶层易渗漏，或囡噪音大、有污染 

等，住户不愿买，造成闲置，资金无法回收，无法再投资；若投资中有银行贷款，无法偿还本金， 

而利息不断增加，可能导致企业亏损。这些因素，均应由投资者与设计师协商，充分估计，以避 

免“卖不出去”所带来经济上的严重后果，实现建筑的实用性与经济性的统一。 

4)节约是人类生活的原则，一切表现为人、财、物的节约均可归结为时间的节约——创 

造任何财富都需要时间。同样规模、标准的建筑物或群体及环境，花钱少，总比花钱多好。花钱 

多少，就看设计师们的本领了。地上地下结构及其形式，建材、饰材、设备、施工方案的选择，竖 

向及其土石方平衡和室外各工程的设计合理性等，都应通过比较论证．用数据说话，再做决 

案。有时，还得因势利导、适时调整，使尽可能实现最佳效果 

由于城市的空气不鲜，水不洁净，噪音不断，视野不开阔，绿色不多，到处是人，难得安宁， 

促成了人们“回归大自然”的要求，故提出建设园林城市、园林住宅区。但作为住宅区，既不能 

象植物园那样，也不能象动物园那样。否则土地开发成本太高，因为管线路等都要成网连片。 

“园地制宜”和“囡事制宜”是最能反映节约思想的一个道理。 

深圳市即将设计的梅林一村，北边和两侧有山林，并与堤坝围成一个水库 这样有山有水 

的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怎样有机衔接?山林和水怎样为人服务?就成了摆在设计师面前的一 

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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