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面职场困扰  坚持设计创作

一、	不利于行业发展和设计创作的职场环境

	 从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日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建筑师”也

成为了社会上最热门的职业之一，本应是中国建筑师大显身手和我国建筑创作百花齐放的大

好时机；但由于业界和市场这些年来不断出现的种种不良因素，严重影响到我国建筑师对城

市建设和建筑创作发挥应有的作用，建筑师在职场现存的诸多困扰、束缚甚至误导下，创作

环境已十分局限，工作范围也十分狭窄，由此而影响到城市建设面貌和建筑设计水平，同时

也波及影响到建筑教育和人才培养，可以说已经到了危及建筑行业发展的严重地步！

	 造成今天本不应该的局面原因何在？我认为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为地将“建筑师”

这一职称划分过细，设计机构也同样与职称对应划分得过细。把本来应该属于建筑师职责范

围内的工作，很不科学地将建筑师这一职称肢解成各自孤立行是的规划师、建筑师、监理师、

景观园林师、室内设计师等以及对应的独立设计机构。一个完整的建筑工程项目本应在建筑

师统一构思创作并协调各专业完成的工作，现被肢解成几个互不相关联的部门各自独立完成，

而本应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创作强拆开来分给几个也许概念不一、见解各异、目标也未必

相同的人独立完成不同的分体，再硬凑到一起，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有整体构思的作品，怎么

谈得上创作？

	 建筑创作不是孤立的，城市环境与建筑，建筑与室内装修，建筑与园林都是一个完整

的创作。可是如今规划设计单位与建筑设计单位互相割据，往往各行其是，而且分工很不科学，

按现在的职能划分，城市路网格子内的建筑布局和居住区的总平面布置图都划给规划，名曰

修建性详规，任何没有规划资质的都不能做。就是说建筑师连总平面图都无权画，殊不知总

平面是建筑设计总体构思的重要环节。再者单栋房子周围的环境设计由景观园林师做，二次

装修由室内设计师做，有些建筑设计单位只能设计孤零零的房子。遇到情况如楼板采用板柱

结构或特殊基础时楼板和基础还得交给专利单位来做，这一来建筑师只能画房子的外壳！试

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建筑创作可言呢？！	“建筑师”已经是虚有其名了。

	 大国崛起，各个行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自行其是，都要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就要按

国际化的游戏规则行事，而我们今天建筑业的这一格局与现状和国际同行业相对照，可以说

实质上是把建筑师的手脚捆绑起来了，建筑师已沦落为一个制图员而已，已根本没有建筑师

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大家知道，国际同业建筑师的职责几乎含盖着城市建设与一切建设工程

项目的全部，建筑师要统领全局，协调各专业，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项目策划、概念设

计、方案创作、技术设计以至施工建设期间的质量监控（监理）。材料设备选定，经济概算，

建设周期以至工程进度拨款等等，都是建筑师的责任。我们推行注册建筑师制度多年，目标

就是要与国际接轨，但在资格互认问题上，人家认为我们的建筑师只能画几张图，并不是一

个全职的建筑师，资质不对等而不予认可。这“轨”接不上，不能怨我们的建筑师，而是这

些捆绑所有建筑从业人员的条条框框使其得不到专业全面实践锻炼和成长的环境。

	 在这种背景下，建筑学教育同样在市场影响之下，学术内涵早已淡化甚至消除，越办

越多的建筑系充其量只是单一工种的入行基础培训而已，长此以往，再不变革，中国老一辈

的建筑师一个接一个都将乘鹤仙去，如何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建筑师？回想上世纪 50 年代

我们唸建筑学专业（五年制），大学四年以前大家修的课程都是统一的，只到五年级才分专



门化：城市规划、公共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建筑理论；毕业以后工作实践各不相同，

但职称都是建筑师。	“建筑师”这个总的职称，内蕴深广的学术理论和专业功底，也是建

筑师胜任职责担当必备的能力。同样都是建筑师，在业务实践主攻方向或研究课题完全可能

因人而异，也可能一个建筑师在不同年段根据当时社会需要或个人志趣而在不同领域发展，

成就冠有该领域专家衔头的建筑师，这在新中国老一辈建筑师中例子太多了，上世纪 50-60

年代我国知名的建筑师中陈占祥、赵冬日先生是建筑师中的规划专家，华揽红、林乐义、夏

昌世先生是知名的大型公共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是侧重于古建和建筑理论研究的专家，而

60-70 年代现代建筑先声的建筑师夏昌世、莫伯治、畭峻南先生都是岺南建筑学派创作的领

军人物。

	 本人 80 年代初在广州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工作时，曾主持当时外资建设

的台山园林酒店设计，作为该项目负责人和主创设计，当年我 45 岁，一个中年建筑师。参

与园林专项设计的是广东园林设计泰斗级人物郑祖良、何光谦、吴泽椿建筑师和几年前刚退

休的广州市园林设计院院长，一起做室内设计的人是后来广州集美装修公司的创始人崔华峰

先生，也是广州装修行业的领军人物。我作为项目主持的建筑师负责统领全局，长辈们毫无

架子，大家十分默契、互相支持，一起把那项工程完成得很满意。这个例子说明，我们业界

与上世纪 80 年代其实已经按国际行业的标准做得很好。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国际

接轨的标准。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令人困惑不解。

	 根据本人在首都北京设计和在基层政权所在的县城做设计的亲身体验，大凡政府官员

在技术问题上一般都会尊重技术人员的意见，不懂技术的官员都明白，技术问题特别是盖房

子是涉及生命安全的事不是儿戏，一般不敢自作主张，通常都是通过专家咨询或通过专家会

议听取意见之后做出决定，所以我觉得当前建筑师面临的困境很有可能是某些“专家”造成

的，所以要奉劝这些专家，应该谨慎为之，要负责任，弄不明白，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瞎出点

子。我们知道不少国家的总统或市长都请有顾问建筑师，大到一个国家的建设蓝图、一个城

市的建筑艺术风格，重大项目和建设方案，都会倾听建筑师的专业见解和指导性的建议，建

筑师的责任何其大，可以说，建筑师不受尊重是谈不上建筑艺术的。在国外，建筑师如此受

到尊重，据说在国外你把建筑师称为工程师被认为是对建筑师的不尊重和不礼貌的。我们的

建筑市场为什么要这样捆绑建筑师呢？！这样确实对建筑师肩负的重大使命太不理解，太不

尊重了。正因为如此，这么多年全国各地大兴土木，但举国上下无论走到哪里，城市乡村房

子样式都是一个样，美感、特色何在？严格说来，这一结果，主要责任不在建筑师，但无论

如何我们建筑师有责任。国外的建筑师除了广受尊重之外，与我们根本不同的一点是没有那

么多限制、束缚，没有把建筑师的工作分解开来，业务范围甚至很广。有人把规划专业硬从

建筑师职责中抽出来，以显示重视规划，大家知道，规划专业中除了交通技术有特殊研究的

必要外，规划专业的学问主要还是建筑学，必须由建筑师立当这一行业的龙头统领全局。把

规划抽出来只是便于左右城市规划，把建筑师抛开，造成业场乱象恶性竞争，建筑创作萧条，

城乡建设质量降低，长此以往中国建筑师只能面对伟大的天坛、故宫、长城羞愧、落泪。……

	 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过去闭国自守、落后吃了不少苦头，改革开放，学习人家

成功道路和先进技术，为了大国崛起，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好客是好事，但在对自己人和外

国人应该采用同一标准，至少不能太随便，例如我们到外省各地承接设计都要到当地备案，

地区保护十分苛刻，而对外来设计却是通行无阻。若干年前，深圳地王大厦旁某高层大厦，

就因为消防楼梯梯段净宽梯路在墙面抹灰后少了两毫米，消防门以不满足消防规范而迟迟不



通过消防验收与消防规范。库哈斯设计福田中心某金融大厦，塔楼四周裙房悬挑 3-40 米，

建成了能不验收吗？！国家大剧院三个演艺厅上顶着一大水面，万一遇到某种不测，岂不是

灭顶之灾，为什么消防安全在外国建筑师笔下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呢！

	 公职人员按退休制度到规定退休年龄就一刀切，但对于二程技术人员，完全不应该与

公职人员同样处置，一个科技人员的培养，职业实践经验的积累都是需要相当年月方可成才

的，就我们建筑专业而言，涉及的面太广，要求建筑师的学识水平、从业经历、经验及见识阅历，

综合监控能力与组织能力都是特别广泛而又严格的，从我个人的体会，可能要到 50 岁才是

一个堪称全才、有创作能力能统领全局的建筑师，而 50-70 岁正是建筑师创作的黄金时代，

华裔旅美建筑师贝聿铭坚持建筑创作到 90 高龄还亲自下工地；齐白石 85 岁的画造诣最高、

水平最高，广州莫伯治 82 岁申请办事务所，干到 90 岁，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技术专业人

才与老中医大夫一样，即使是鬓发全白，仍在为病人把脉，越老越有经验，这一点村姑老农

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 60 岁的建筑师、工程师弃而不用呢。这批老专业人士实在是

国家的财富，尤其在当下学习教育受到种种干扰而影响到教学质量，文革导致技术队伍生产

的人才断层，对培养年青一代，对保证设计质量，他们不仅是业界急需的也是能培养人才的。

如果在专职岗位的，可以退休，但为什么要限制技术人员再服务社会呢？当下注册建筑师资

格到 65 岁就作废；这对国家也是一大损失，技术人员却不能老有所为，老者愿意还应该让

人病有所为。与我同龄来深圳拓荒的不少人，都是业界真正的技术专家，	20 年前在我刚办

事务所的年代就不得不在业界消失，太浪费人才，也太不符合尊重知识人才，尽量发挥科技

人员才华的精神，我曾经脱口而出说过，这简直是“活埋”专家。（请注意，我在“活埋”

二字上是打了引号的，而且“活埋”的并不是专家其人，而是其专家称号）

二、城镇建设风貌与建筑创作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这 30 多年来，	我国建筑工程界的技术水平、设计能力都迅速提高。新

建房屋在数量上迅猛增长。大、中、小、城镇到偏远乡村，旧房几乎拆光，	部分新房也不

到 30年就夭折。	“城市更新”开发强度一天天增大，楼一天比一天升的高，城市人口日增，

空气质量下降，出行道路拥堵。

	 这 30 年举国上下的造城运动几乎沿袭特区深圳，深圳毗邻香港，深圳建设学香港：

高强开发、高容积率、盖高楼、三高模式，以 80 年代初我国土壤从一栋 100 米高层国贸大

厦建成开始，混凝土森林的深圳模式被推广到举国上下甚至偏僻的小县城，深圳现代都市建

设模式被广为仿效，三高风靡全国。而这期间也正是建筑师职能已被分解的时代，在各地新

城建设中，建筑师对城市建设应有的创见和城市设计已经被忽略掉了，规划起行，（定路网）

画格格，等格子划过了，建筑师再来填格子，一个个格子填满出现了一栋栋孤立的高楼，备

衍其是、丛生万朵、各唱各调，彼此毫无关联和呼应；一条街如此，整个城镇也是一样，东

南西北中各地大小城镇也都一样，专业界也看到忙乎几十年，全国各地的城市风貌同出一撤，

不洋不土，没有特色，连老百姓都看迷糊了，不解之余，以为这是现代化城市，众口一致的

评价：“千城一面”。昔日的地域特征、城市的个性特征都不见了，无不感到遗憾！

	 回想上世纪 60 年代初，为新中国建国 10 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

博物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当年前辈建筑师创作建成的这些不愧为经典的作品，已

经为中国建筑传承与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后来改革 10 年搅乱了，这



期间教育与人才的断层，建筑学术业界自治不暇沉寂达 20 年，直到 80 年代改革开放，大兴

土木的同时，国外建筑业先进技术与建筑流派纷纷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对我们的建筑设计工

程技术各方面的提示固然是一大促进，但长期封闭的局面一经打破，问题也随之而来，应该

记得，我们建筑界有过几阵风：	后现代化主义、解构主义、欧陆风情之后北京奥运鸟巢、巨蛋、

大裤衩问世，与此同时各地猎奇、求怪的风气就在全国各地都有所表露，也不乏离奇奇怪的

实例；说明当前我们建筑业界的创作总体还比较纷乱，特别是一部分从业不久的年青人，可

以说在中国建筑正确的创作方向和中国建筑师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这个问题上，还需要每

一位建筑师和建筑从业人员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自己的作品来阐述，共同探求，只有全行业

共同努力才会有共同一致和统一明确的方向。应该肯定近 30 年来，我们建筑业界经历艰辛

创作实践，各地建筑中不乏凝聚心血的成功作品。另外从学术交流角度，我们对某些建筑项

目作出从专业与学术的角度开展评论，对繁荣学术、指导创作是十分有益而且可以说是不可

或缺的。本着这个出发点，今天本人抛砖引玉，从代表国家一级以至深圳本地一些有代表性

和标志性建筑发表一点述评。国际奥运会主办国通常是通过场馆建设来展示本国的建筑文化，

也对本国建筑创作水平是一次推动与提升；北京奥运期间标志性建筑有三项：国家大剧院、

鸟巢运动场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厦，老百姓形象地称呼为巨蛋、鸟巢、大裤衩，这三项工程我

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积极而明确的信息：今天的中国如此开放，大门敞

开到了如此地步。因为这三个项目的设计都是国外建筑师的创意，通过中外建筑师、工程师

合作建成的这三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对我们是一次向外学习和参与国际技术合作的一次有

益经历，但我们也该以客观求实的精神，通过这三项工程总结分析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首先说巨蛋，消防安全上有灭顶之灾的隐患说过了不再展开，而在其选址与造型方面应该说

是值得商榷的，大家知道，欣赏歌舞艺术剧种的国家级大型场馆，是首都的大雅之堂，本不

应选择紧邻大会堂一侧，应该找一个临近公园、环境优雅一点的地方。而在首都的主干道长

安街路南沿街街景立面中，大剧院的造型应该服从沿街建筑已经形成的格调，而巨蛋的形象

反差太大，不是一般的权衡失当，而是毫无顾忌，硬塞进一个与周围环境和已形成的沿与街

建筑风格格不入的异类，剧院建筑性格表达也不够鲜明。这不怪安德鲁先生，选定这方案的

人是我们自己。在北京路过这地段，巨蛋的形象在这段街景之间不像是剧院的形象，剧院的

入口也很不大方，要人们走下去再钻进去，一切都只为了突出巨蛋的外观，作为大剧院的建

筑造型，我认为算不上成功。作为奥运的主场馆，采用鸟巢造型是一种畅想，异想天开是好

的，因此而造成的结构超常的复杂，工程耗资超常的浩大，所有运动场馆都如此异想天开盖

下去肯定不行，以大人小孩印象中都明白的小小鸟巢作为栖居的小空间问题不大，但万人活

动的鸟巢，就算建在小人国也不切题，如果说建在蚁人国还说得过去。中国是文明古国，即

使开放，也有我们东方文明的文化内涵，记得古时有晏子不走狗洞的故事吗？可以说不是没

有研究的，大裤衩方案实施作为中央电视台，真有点费解，裤衩的造型也美不到哪儿去，而

且即使当今信息时代，图像可以通过网络电脑，但工作人员和彼此之间的联系成天从而裤腿

之中奔走，何以提高效率，新闻是很讲时效的，这样把本来可以直接联系传递的路线弄得更

加复杂化，何况该建筑立面的造型及外装处理不但不美观，甚至可以说相当粗糙，即使显示

了大悬挑的结构难度，但并没有像埃菲尔铁搭那样标志着钢铁时代的到来那种标志意义。

	 且说我们深处其境的深圳，这个原是地处丘陵，东西临海的渔村，曾被誉为一夜之城

的花园城市，30 多年辉煌岁月造就一个国际化都会。作为深圳建设的拓荒者，我总有一点

遗憾，觉得我们深圳没有把“山”和“海”的文章做好，	没有认真研究吸取香港城市建设



的精华，没有真正营造出一个滨海城市的风貌。今天我将个人见解袒露于业界，请大家指正。

我认为深圳城市建设对于城市的整体风貌和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研究、把握的不够。深圳中

部地貌原为丘陵，	“三通一平”的口号引来隆隆绝声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山都铲平，	所以

说深圳是学“愚公移山”学得最好的城市，丘陵移为平地，与北方平原地区一样盖房子。把

原本山丘地貌本可以给南方城市建筑增添一些地区特色的可能性都排除了。对山的文章只有

一个“挖”字，把所有的山都铲平了，象在北方平原地区一样盖房子。对海的文章只有一个“填”

字，填海是为了再扩大建设用地。而一线之隔的的香港却不这样，做的是依山就势的建设，

利用山地建住宅居住环境，结果更美、也更有特色、且更节约园地。香港不少高层大厦建于

山脚陡坎，1/2 柱裸露支撑，不一定每栋高层都要挖地下室，而我们在布吉推平大山建高楼，

还要再挖地下室。即使学愚公的伟大精神，也不能把一个城市该有的独特风格也不要了。深

圳东西部临海，但深圳没有着力营建滨海城市的特色。中国有句话，文化人说：“仁者爱山，

智者爱水”，普罗大众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我们深圳建设中过于直白理解大众语言，

把山也啃了，连海也不放过。比移山更令人遗憾的是“占山”，深圳东部临海完全原生态的

山海景色非常美，可东部华桥城所在的三洲田开发旅游作用的面积寂静都大的了，沿海岸的

山水是国家的资源，公众整以生存的空间，可如今大梅沙以东的山顶都被号称：“天麓”的

天价别墅悄悄占有，山下的海岸线也被攀岩而下的亲海别墅群切断，那些切断海岸线的豪宅

正好遮挡了日出，朝阳是从那些豪宅屋顶山爬上来的，实在是大煞风景。深圳东部得天独厚

的生态环境以此被破坏了。

	 深圳一开始学香港模式建特区。可高容、高密、建高楼是学到了，但没有很好的学习

香港城市建设的许多优越与精湛之处，尤其是香港的城市设计这一核心环节。大家去过香港

都知道，香港的高层裙房彼此相通无阻，不经意间逛到对面的街坊，方便惬意，亚热带地区

酷热暴晒，兼有台风，往往突然一场暴雨又出太阳，香港的城市设计造就了既适应地区气候，

又方便民众的城市环境。而一步之遥的深圳建设却与全国各地一样，规划搞为一个路网，形

象点说画成了格子，接着盖房子、填满一个个格子，即使是重点商业金融或办公的街区，也

都是建成孤立的一栋栋房子，互不联系。裙房之间相互隔断，互不相通，路南路北，可望而

不可及。早年专家们就呼吁过，而有关部门部门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几年前国贸大厦

所在的人民路一带沿于商铺于二楼扩建连廊，此举已属于亡羊补牢，可惜以后的建设依然如

故，年复一年的建设只见量的增加，城市风貌不见质的提升。近年深圳积极推进城市更新，

许多原有的农民村铲平重建，开发强度更大，楼也建得更高，当下深圳市区新增 200 米以上

的高层建筑已千多棟，城市人口日增，行车路堵，环境质量日趋下降，如此下去，享誉国际

的花园城市还能否留住宜居二字？！

	 前段时间，深圳规划委员会建环委审批“华为科技城”地区的更新规划，2000 公顷

用比内人口规划为 60 万，而深圳建特区初始，中规院规划全市发展人口仅为 80 万人，惊人

的是据说深圳将拟作 3000 万人的发展规划的探讨，反正我是嚇了一跳！建环委一年开几次

会，准确一点应该说唯一的任务就是审批城市更新项目，全名性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照理

说应对全市的整体建设格局和城市的艺术风格和城市景观多少有所介入并发挥一点积极作

用，甚至起一点监督作用吧，没有。作为其中一员，遗憾之余的确感到惭愧。

	 深圳的建筑创作，从 80 年代到如今，特别是拓荒的前 20 年间，全国各地的优秀建筑

师、工程师包括香港和国外的同行都参与并艰辛创作，有不少优秀作品，年年评奖，不在话

下。有一种印象觉得深圳的高层建筑，大多属于瘦高型，名符其实的高楼但形象不像大厦，



比例与尺度可能不少建筑师创作推敲而定的，直白地说出于经济效益而拔高的，红线用板面

积有限，开发高费尽力气争取的容积率决定了楼往高拔，腰围大起来，比例好不好，效益要

紧，即使是一些重点项目，也逃不脱上述因素，往往因比例、尺度而伤及造型与观瞻效果，

早年建成的招商银行大厦，人们叫它烟囱，赛格广场有人说像竖一根筷子，就近差成的京基

100。深圳大道西出去，正好其西侧立面，其比例与顶部弧状收尖的形象与 80 年代建于北环

路侧的烈士纪念碑很形似。……因此我在想，对城市的某些特大型的重点建筑，可否不一定

受容积率的局限，容积率在整体控制而个别例外的条件下，如果发展高有财力，不妨对这些

项目放开一点，按最优的方案实施，真心建成几座标志的建筑，让城市树几个亮点。目前福

田中心区的九宫格子大都填满了同样互不关连的高楼，整体观感如何先要问在座各位了，我

个人的印象是一些热闹，亮点不突出。但刺眼的玻璃幕墙占了绝大比重，有一种说话看似打

趣却不无道理，说设计玻璃幕墙梯的建筑师不是偷懒也是图省事，好像买一件礼品，用包装

纸一包就完事了。但也不尽然，香港邦达大厦同样是全玻璃幕墙大厦，因为有精彩的细部处

理而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造型而为建筑师评论并奉为经典。时下建筑师大都忙于设计赶图，顾

不得总结交流，我开玩笑说建筑专业界有干派，也有说派，干者不说，说者不干，我认为干

派要向说派学习，因为只有加强交流开展建筑评论，才能繁荣建筑创作。

三、坚持中国特色的建筑创作道路

	 我 1955 年上大学读建筑学入行，从业已经 60 年了，1994 年初创建大陆第一家民营

建筑师事务所，执业已跨入第 21 个年头。个人志趣与职业合二为一是此生最大的享受。即

使在极左年代建筑专业不但不吃香，甚至可以说是长期处于大批判靶子的境遇之下，也同样

无悔坚持、乐此不疲。60 年间，从未离开过这一专业岗位，至今还在第一线从事建筑创作，

乐在其中。我的体会是：建筑师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行业，箇中乐趣与享受只属于真正爱好这

个专业的人，作为建筑师从业途中的一匹老马，今天我对少壮派和年青的同行们要讲以下几

点既是体会也算是赠言：

	 1、真是爱上这一行而且决心一辈子干下去的同行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与

其它行业不同的是，大多数行业同一课题不管多少人做正确的题解只有一个，而我们建筑师

一百个人做一个课题可能有几百个方案。根本不可能有捷径，更不可能靠运气，靠的是执着

的专业目标，艰辛到有如水滴石穿般的磨练，功夫是绝不辜负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每

个人进入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谋生，当今社会各行各业都一样，你有多大本事，就值多少

钱，才有可能挣到多少钱，这一点，的确充分阐明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话的深刻

哲理！但如果根本不喜欢这个专业，又怕辛苦，急功近利只想赚钱，那我真要劝你早点放弃

去干你想干的事。

	 2、根据我建筑设计创作实践 60 年的体会，我要向同行们强调：建筑绝不是单纯的视

觉艺术，而永远是功能第一性的！建筑造型艺术风格永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一个不具备建

筑师综合学识和功底的人可能有些噱头一时引人注目，但绝不可能登上建筑创作的高地，我

指的建筑师包括规划、景观环境、室内设计在内的综合一体的国际行业标准的建筑师这个职

称。20 年前，我把自己职业实践的领悟写了一段有关建筑设计的“三字经”，标题叫“行

之所悟，循之为道”，用融、承、琢三个字做了一点阐述，看起来平淡不奇，都是几十年劳

作与心血的真切体验，欢迎同行们指正。



	 3、自从业以来，我在设计创作中，一直坚持一点：在方案构思前一定要亲临现场察

看。我主持的事务所开业以来一直坚持全程完成三阶段设计（方案、初议、施工图）参与甲

方选定外墙装饰材料，参与室内设计的配合，指导从风格到质量监控。为的是至少保证一个

小区或一栋建筑的完整创作，向业主交份真心代表自己的作品。这一点通过贝聿铭大师的职

业态度得到正确的印证，北京举办世界建筑师大会时，邀请贝先生作为会场嘉宾。当时贝老

师90高龄，由于考虑当年计划确定他还要到北京中国银行工地现场去一次，为了保证下工地，

谢绝参加北京国际的建筑师大会，由此可见大师崇高的职业风范，今天我们应该从大师身上

领悟到更深层次的职业精神与人生哲理。

	 4、当代建筑创作与其他业界的创作一样面临一个共同的探求“传统”与“传承”这

个问题。“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点不假，中国建筑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

遗产，作为建筑师我们对伟大的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传承有着历史赋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有扎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这一肥沃的土壤，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作出成绩和贡献。

我们既要学国外，又要学古人，但不能盲目的崇洋，也不能一味的复古。设计最忌讳的是照

抄照搬。但任何行当，在初学阶段适量的“抄”或者叫“临摹”，也是必不可少的，画家学

画一开始也得抄前辈名家的画作，徐悲鸿大师留法之初，每天揣着面包到罗浮宫临摹名画，

建筑系一年级有设计初步课程也要临摹中外名建筑，但这是入行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技巧训

练。在工程项目设计实践创作时就要自主创作了，任何人做到老学不完，要善于学习，对任

何人的作品都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学人家的长处，也可以从人家创作失误中吸取教训提高

自己；可千万不要拿人家现成的创作成果，这是职业操守问题，要有知识产权观念。但创作

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要具备创作的专业功底和技巧，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耐得住

寂寞拼搏的决心和自信，在专业实践中，往往会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体验，创作的路其实是其乐无穷的。还说中国建筑的传承，几十年来，不少建筑师都有尝试

和努力，往往一讲传统，就以为只是“形式”，只停留在对古建筑、老民居建筑造型艺术型

式的简单模仿，有人在超高层住宅的屋顶山墙上照搬马头墙垛，连构筑材料与施工方法都与

过去一模一样，还有的在深远的大挑檐下做假斗拱，还用小柱子来支撑起这些斗拱，真是有

愧于老祖宗的假古董。正确的途径是对传统建筑在适应地区人文、地理、气候条件下，从建

筑格局到建材选用以至巧妙的构建技艺方面进行研究总结，消化汲取，摒弃形似而求神似，

以丰富提高我们的建筑创作。

	 5、做一个真正能自主创作的建筑师，要求具备广博专业知识和功底，这就像盖房子

打地基一样，今天信息化时代，电脑绘图、三维动画，比我们当年条件好多了，不论科技如

何发达，永远是人脑指挥电脑，指挥电脑的人没有综合学识和专业技艺，任何一个专业工作

也做不好，更没有指导和掌控能力。当前有些从业人员才刚入行，还没有真正学懂建筑学这

门学问，不了解建筑师这一职称到底是什么回事，在求职时就声称只做方案或只画施工图，

一个不懂得房子怎么盖起来的人犹如纸上谈兵，也许能绘出让外行眼睛一亮的东西，但不通

过全面的职业实践与磨练，即使考上注册，也未必能成就一个真正够格的建筑师，建筑师在

艺术家面前是工程师，在工程师面前是艺术家，有种称呼建筑师为杂家，必须具有一定的建

筑学和一定的文学、美学甚至哲学方面的学术，理论修养并具有扎实的建筑艺术表现能力、

美术绘画。电脑绘图不能代替一个建筑师的徒手绘制草图的基本功，在推敲比较大的方案和

构造细部大样时，用电脑就像猴子掰玉米，最后只有一个。同时建筑师的手绘草图是建筑艺

术更高更有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具备绘画功底和有构图色彩概念的建筑师，才能指导专门



公司把透视图画好以符合自己构思传透视图更有表现力。

	 6、一个有责任感的建筑师，在坚持个人职业操守的同时，应该关心行业的命运，关

心从业同人的生存环境，当前的创作环境和职场这么多困扰束缚是很不合理的，但局面的改

善与变革总不是一觉醒来后就改观的，或许需要一两代人的付出，也许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看

不到与国际接轨的那一天，但大家应该为争取我们建筑师的良好创作环境而不断努力，为了

构筑我们中国建筑师创作职业的康庄大道，甘当一块小小的铺路石，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建筑师受到全社会尊重之日，中国建筑创作辉煌之时，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大家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