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次世界大战后! 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

首先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 它是探

索研究人类因各类生存活动需求而构筑空

间%场所%领域的学问!是一门综合性的以包

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以人为中心的人

类聚居活动与以生存环境为中心的生物圈相

联系!加以研究的科学和艺术$ 是对建筑学%

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的综合!其研究领域

是大容量%多层次%多学科的综合系统$

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为研究

对象! 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科学$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

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

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

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

规律! 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

境$

判断人居环境需要考虑五种元素! 这些

元素对于研究人居环境的包容性途径来讲是

本质的要素!分别是人&!"#'%社会&$%&'()*'%

自然&#")+,('%建筑&$-(..$'和网络&#()/%,0$'$

人!其中心意思为单个的人!后来道萨迪亚斯

用希腊词汇""#)-,%1%$(取代了)!"#(这个单

词!从而使其涵义更广*社会!通过人口变化

动向%群体行为%社会风俗%职业%收入和政府

来处理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自然!代

表一个生态系统! 人类和社会在这个系统里

工作和运转! 我们也在这个系统里规划人居

环境!人类%机器%人居环境和自然的相互关

系非常重要!而区域%洲和整个地球的承载力

也极为关键*建筑!常常用来代表所有的建筑

和构筑物*网络!交通%通讯和公共设施的网

络支持着人居环境! 并通过建立结构和组织

将它们联系起来$ 网络的改变将深刻地影响

城市模式! 同时网络的发展常常预示着城市

和社会新的发展$ 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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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美居，更需艺境
! 朱平

" 新闻背景

8月 29日至 9月 9日，《人居艺
境———吴良镛绘画书法建筑艺术展》在中
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从吴老八十余本
速写本、众多的书法创作，以及建筑设计
工程中精心挑选出了 100余幅水彩、素
描、速写、水墨、书法以及建筑设计中的菊
儿胡同新四合院、孔子研究院、中央美术
学院等六项建筑设计工程等作品，力图将
吴良镛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绘画、书法以
及建筑的艺术探求全方位地立体呈现出
来，全面反映了吴良镛先生对“人居艺境”
地不懈追求。

意大利现代著名建筑师奈维认为+

)建筑是一个技术与艺术的综合体$ (而

美国现代著名建筑师赖特也认为! 建筑

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的科学性的艺术$

总之!建筑具有技术和艺术的双重性!绝

不单单是给人住的)窝($

其实!建筑的艺术性对于中国人来说

应该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性是

世界公认的!古代的能工巧匠能在工具并

不发达的时代建造出经久牢固并且美丽

壮观的建筑比比皆是!他们能巧妙地运用

空间%形%线%色%光等表现手段!用较为原

始的材料!给我们留下精神上的享受$ 从

今天还存在的明清建筑中!我们不但可以

感受到古代建筑的居住性有多强!更能从

每一处细节中感受到古人在建造时!融入

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最典型的古

典园林建筑!楼阁也好!假山也罢!无不

因势而建!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体现出

建筑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主张! 暗含着许

多道家思想$这些建筑留给今人的!不仅

是在建筑中的艺术与文化! 更留下独一

无二的历史性与时代性! 正如希腊的帕

特农神庙那样! 当岁月抹去了它的实用

价值后! 它作为文化遗留的价值却越加

珍贵*将其扩大到全球背景中!则更加凸

显出它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不同建材的选

择%颜色的使用%造型的设计!诸如此类都

能体现出每个地方的特色$

对于今天的设计师也好! 建筑师也

好!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这些大多接受

过正规院校专业培育的人才本该比古人

更出色!结果却相反!建筑的量是翻了倍

地在增长!却多是些追求)高大上(而毫

无美感的建筑!在功能性上也并不出色!

就连最简单的)搭房子(也没做好$ 只懂

得按部就班造房子早已满足不了人们的

精神需求了! 如果不能将功能性与艺术

性很好地融合! 这样的建筑也只能为城

市环境)添堵(罢了$

建
筑
不
仅
仅

是
﹃
搭
房
子
﹄

!

周
良
珏
!本
刊
特
约
评
论
员
"

" 评论

# 由吴良镛担任设计顾问!并亲自题写
校名的"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

展出$

用作品表现建筑艺术不分家

今年 !"岁高龄的吴良镛先生是建筑学
家、城市规划学家以及教育家。他 #!""年出
生，#!$$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年
协助梁思成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年毕
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年，他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
也是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国建
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人居环境科
学的创建者。先后获得“世界人居奖”、国际建
筑师协会“屈米奖”、“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
“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奖”以及美、法、
俄等国授予的多个荣誉称号。除了建筑师之
外，吴良镛先生还是一名艺术家，因此《人居
艺境———吴良镛绘画书法建筑艺术展》不仅
展示了吴老的建筑成就，更让观众从其艺术
创作中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吴老的建筑和
艺术理念。

回顾$

从%百废待兴&到%人居艺境&

在发布会上，吴良镛先生将自己将近百
年的人生之路，划分为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
三十年为个人的成长阶段。早年的他在父亲
与兄长教导下学习了传统绘画，这为他将来
学习建筑奠下了基础；而直到 #!$'年 )月 ")

日日军轰炸其家乡后，他才真正下决心学习
建筑，那时他刚刚参加完高考，面对战争之后
留下的废墟，他决心要学习建筑重建家园。之
后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就读，在徐悲

鸿、傅抱石、吴作人等著名绘画大师的艺术影
响下也对艺术有了更多认识。第二个三十年
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那时在美国匡
溪艺术学院完成学业的他接到梁思成、林徽
因的书信，看到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就毫
不犹豫地决定即刻归国，从此便开始了他的
“匠人营国”之路，这三十年，他不仅为新中国
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并对后来的城市建
设、乡镇改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个三十
年则在改革开放后，在日渐安稳的环境下，他
开始实践“人居艺境”理念，探索创建的人居
环境科学也在这三十年中产生。可以说，吴老
的建筑人生的重要转变，皆是为了将祖国建
设得更好，其单纯而执着的出发点或许正是
成就他的关键。

情怀$

建筑也能成为文化内涵载体

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学者道萨
迪亚斯就提出过“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然
而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让“人居环
境科学”的定义变得不那么简单，因为在不同
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活动要求各不相同，因此

什么样的城市环境和建筑最合适，没有一个
唯一的标准。

从吴良镛先生的“人居艺境”、“场所精
神”等文化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思考建
筑和环境时，无不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深
入的结合。以他曾主持完成的背景菊儿胡同
四合院工程为例，他主张从“大拆大建”到“有
机更新”，既改变了建筑的宜居性，同时又保
护了环境原有的状态，在体现建筑现代艺术
的同时也留住了其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在提
倡重视居住环境的今天再看吴老的这些理
论，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思想的超前性，或许正
是出于对建好祖国的本愿，让他早早看到了
建筑对于城市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性。人需
要美居，但更需要艺境，在建筑中一样可以延
续城市文化传承。

如何理解人居环境科学？
"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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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吴良镛设计的江宁织造博物馆*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