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标、标志物、标志性建筑等词汇，长期以来热度不减，热衷于建造标
新立异的标志性建筑的构筑者，大有“筑”不惊人誓不休之势。细细搜索，网
友评选出的2012年十大丑陋建筑、雕塑，哪一个不是冲着“标志物”去的？
各地的大城市要建标志性建筑，中小城市也要建，甚至村、中学都要建。

! 黄伟明

每个城市和地方都想自己的家乡有个世人皆知

的符号! 洛阳人都知道城里有座八角楼"是一座四层

八角的仿古建筑!老洛阳都清楚"由于当时老城没太多

高大建筑"使它很是卓尔不群"很快成了老城的标志建

筑! 而现在拆了"道路整好"房子更高"但感觉变了!

其实"标志物不需要太大#太高"更不需要出奇

立异"如果心里记着为百姓构筑#雕塑"那就成了普

通人心中的标志!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法的阴

井盖下的工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撒尿小男孩"

哥本哈根海边那位痴情的美人鱼" 都是抓住了普通

人的喜怒哀乐" 不高大却隽永至今" 且还要流芳下

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链子桥和玛格丽特桥之间

约 !""多米的多瑙河堤岸上" 经常有人来此缅怀追

思"原来 #$%%年"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匈牙利箭十字

党在这里制造过大屠杀" 匈牙利雕塑家以此为背景

制作了 &"双鞋子以纪念死难者! 现在"这里已成为

布达佩斯一处新的标志性景点"鲜花#蜡烛"甚至在

鞋子里放一粒石子"都成为访问者的纪念方式!

我们的国家和时代需要宏大主题的构筑! 但是"我

们需要更多为普通人$量身定制%的构筑"我们希望有更

多的生活场景"就如$撒尿的小男孩%也能够进入艺术家

的法眼一样!就像一位业内专家所言&$我们老百姓自己

的工作#生活的场所"也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代看的! %

普通人让我们的时代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们的

故事应被我们记取!巢林宝和季培林"可能很多上海人

都不知道了"他们都是为延安路隧道而牺牲的"已被追

认为烈士! 我就想&如果在他们殉难的地方"立个塑像

和一块碑"把他们的抢险故事镌刻在上面"这既是对普

通劳动者最好的纪念"更是对重大工程$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的最好注释"还是上海精神的好注脚!

“标志”该由谁定？
网络上，大家讨论有关“城市标志

物”、“标志性建筑”的话题十分有趣。某市
曾在网上调查市民心中的当地标志性建
筑，结果投票最多的选项却是“无”，所占
比例 !"#。网友的理由是“灵山大佛固然
名气不小，体量也大，虽然也是建筑，但不
是无锡人全部宗教信仰所在。”“太湖广
场，占地面积庞大，建造时耗资也不能说
小，但作为标志性建筑物实在是怪怪的。”
“大剧院呢，建筑不够好看，结构不够优
美，芬兰人的设计欧美风格浓郁，不能作
为吴文化的符号。”

谈到标志性建筑，大家倒是“恋旧”：小
时候，票证上的锡山及龙光塔做背景，一看
就知道是无锡，锡山和顶上的龙光塔，组成
一个景观，很配江南小城的味道。“而今大拆
迁、大建设，小城搞成‘大都市’，一座立交桥
的高度就已超过了锡山的标高，更不用说房
子了，大家都能在自家的阳台和窗户里俯瞰
锡山龙光塔及惠山这抔小盆景了。”

不说各大中城市了，就连一所中学校
庆，也发出“标志性建筑物创意征集通知”，
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但听了这则消
息后总觉得怪怪的。

“主角”非一蹴而就
众所周知，生活中的一座构筑物、一栋

建筑物能否成为标志物情形是较为复杂
的。一个地方的标志物一定是这座城市里
所有构筑物中的主角，是人们关于这座城
市或地方记忆的核心符号，可以用最简单
的形态和最少的笔画来唤起对于它的记
忆。就像埃及金字塔、悉尼歌剧院、巴黎埃
菲尔铁塔、比萨斜塔等世界上著名的标志
性建筑一样，这种标志物一定是经过漫长
的时间淘洗打磨后沉淀下来的，是“家乡”
记忆的一部分。

一座城市里大多数建筑只能甘当配
角，成为一座城市地标的建筑只能是极少
数，那些求高求奇求怪的建筑虽撞进人们
的视线，但再看看，惊诧之后往往就心生距
离甚至厌恶。因为一个场所里的构筑物是

有先来后到的，后来者应照顾前面的位置、
个性、品质特征，这样大家在一起才能勾画
出美妙的天际线，营造出愉悦的场所意蕴。
如果，你在外滩建筑群里塞进一顶高高的
“瓜皮帽”式建筑，肯定难看，因为他是闯入
者，他扰乱了这里的秩序和气氛。

要获殊荣还需等待
标志物成为“标志”，时间的洗磨必不

可少。“我就在陈毅像那里等你”、“看见那
顶‘尖帽子’就到我家了”，显然画中的这些
构筑物已经形成人们心中特定的记忆。所
以，标志物要成“标志”，至少要做到位置重
要且构筑物与其珠联璧合，利益和价值的
公共性强，兼具物质、精神、景观等多方面
功能，建造方式、造型、体量、材质等能够突
出体现当时最高技术和艺术水平，具有良
好的观赏性和易识别性等特点。
按照这些标准，称得上标志物的确实

不多。不仅中国，境外名头响亮的标志物也
不是随处可见的。需要指出的是，埃及的金
字塔、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吴哥窟，都
是在漫长的时间洗礼之后成为城市、民族
乃至国家的标志，被赋予丰富深厚的精神
内涵的。人们自发地重视这些建筑，才使它
们变成了标志物，所以，别再将一些形式上
的刻意创新当做手段，更多为百姓考虑，真
正建造出一些被需要的、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未来标志物吧。 摄影 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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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7位艺术家踊跃为慈善事业添砖加瓦

! ! ! !由新民晚报社倡议发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书画善会基金"上海
书画善会#$自 $月 %&日成立以来%已征集善会艺术家精品力作%将于近
期展出义拍&

主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新民晚报社(上海书画善会
协办'上海工美拍卖有限公司

展览地址'上海茂名南路 '(号 锦江小礼堂

展览时间')月 *日上午 (+,,)下午 -+,, )月 '日上午 (+,,)下午 *+,,

义拍时间')月 '日晚 )+$,"凭请柬和义拍牌进场#

图录咨询',%./-$%%%&")"联系人何泰新#

特别邀请'龙华寺方丈 照诚

友情支持'范建军

捐赠作品艺术家"

'按年龄排序(

" 题内话

多想想普通人
别让标志物“创新”成为刻意

雷人作品应该消停
! 程国政

# 当年围垦的吹沙管今天变成了环境装置

# 这个装置用的是当地流传

悠久的司南鱼意象%是以一段

普通的民俗故事为背景的

# 当年的劳动场景今天就

定格在被填成的沙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