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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声祝贺《建筑史学刊》的诞生。希望这个刊物既是传扬中外历史建筑的园地，

又是促进建筑理论研究的平台。

亚里士多德把学术分为三大类：“理论的学术”“实用的学术”和“制作的学术”。“理

论的学术”包括哲学和自然科学，属于纯粹理性范畴；“实用的学术”包括政治学、教育

学等，属于实践理性范畴；“制作的学术”是通过技艺和经验实现某项具体目的，积累的

是技艺，属于工具理性范畴。

哲学家解释：“理论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把理性认识按照一定的逻辑

进行必要的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为一个严整体系从而形成理论。”A

在建筑领域，无论中外，零散的观点极多，但从古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完整的真正的

建筑理论体系。而建筑领域存在不少理论性的问题需要而且可以进行研究和讨论。

建筑的范围广阔，内容杂多，在现代系统论中属于“复杂巨系统”和“矛盾复合体”。

其实，建筑学领域内就包含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三类不同的学术，既有“制作的学术”，又

有“实用的学术”，还有“理论的学术”。建筑史属于哪一类？我以为建筑史研究的成果，有

的属于“实用的学术”，有的是“理论的学术”。（我以为建筑史是建筑学大类中的“文科”）。

自外国建筑进入中国之始，我们就有了中外建筑（实为中西建筑）的关系问题。为

此在不同时段出现多种不同的观点和口号，如“中体西用”“不中不西”（梁启超语）“全

盘西化”等意见与口号，及各种各样奇特的建筑现象。

中国有历史悠久，造型达于极致的传统建筑和建筑传统，还有必要学习和引进西洋

的建筑学和建筑术吗？百年来的实践已经基本上回答了这个提问，我们必须学习和引进

国外先进有效的建筑学与建筑术。这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百多年来已经取得了

很好的实效。

有人认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观点不全对也不全错。我引一段作家王蒙

的话作解释，他写道：

“还有一个老掉牙但长盛不衰的观点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认定‘越土越

洋’，但他是以‘世界的’为价值追求。或者他会说：‘连外国人都说了，你们一定要保

留你们的文化、民族风格，我们不就更应该保留了吗？但我认为这个观点的逆命题也是

成立的：‘只有跟得上世界的，才能是民族的’。如果你在世界文化的交流、激荡、竞争

之中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你没有为人类的发展留下有益的东西，如果你这个民族不能吸

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那么你就只能灭亡，或者顶多成为人家的一个博物馆，供人

家观赏。所以，我们的文化创造必须有活力，必须在世界上经得住冲击和检验，才能成

为我们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起点。”B

建筑是矛盾复合体，它的出现、发展、演変、转型的过程充满了矛盾，认识和研究

建筑史中的各种矛盾，形而上学的思维常常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有辩证思维。匈牙利哲

学家阿 · 豪泽尔（1892—1978）对辩证法有独到的研究。例如，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他

认为“过去的东西就其本质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仅仅是从与现在的联系中获得

的。……所谓意义，总是对谁而言的意义，在什么特定情景下的意义。……过去总是某

个特定现在的过去，而且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不同的观点会看到同一过程的不同方

面。”又说“尽管否定是不可避免的，但已被否定的东西在整个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永远不

会完全地被抛弃的，总有一部分留作不可更改或失落的成就。已被取代的因素有时含有

今后发展的较多或较少的成分，这些成分得以保存，冲突也得以解决。”C

人们可以在许多中国新建筑中看到与上述理念相符的实例。

现代中国的建筑不可能走简单的“复古”的路子，也不应走肤浅的“仿洋”的路径，

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对中国自身文化的不断深挖与重建，以助力具有中国根性

的新的建筑文化之成长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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