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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园》

内容概要

《城与园》是一本早该于2008年下半年就出版的集子，只是因为本刊十几位编辑都投入到第29届奥运
城市与建筑、奥运文化与人文类各种书籍的编撰中，所以极不情愿地将它拖至现在；这确是—本早该
面世并应在建筑界及公众中予以传播的集子，因为它用看似普通但颇具寓意的文字讲事件、说人物、
评书刊。玉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该在这集子前写这段文字的，只是，玉先生已多次表示要我为之
写个前言，我推辞无效，可转念一想，恰好借此机会写个读书体会吧，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真诚的荐
书文章。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它让我们想到青春飞扬的岁月，想到文化传统下的文学精
神，想到“五四”给中国带来的伟大文艺复兴。据此我十分钦佩玉佩珩的《城与园》一书，因为他用
为建筑、为社会的文字，书写着需要做大做强的建筑文化与建筑评论，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其可
贵点正在于通过他的践行，使建筑文化的传播扎实而有力，文中不仅殷切、热诚、情思、宏厚，更为
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复兴孜孜追求活力充沛的新生。哲人说：好的写作恰似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
习和品味，我愿玉两佩珩《城与园》的随笔小书成为这样的“大典”，使之成为点亮建筑师心中书写
的明灯，成为让社会认知并理解建筑师的“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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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玉珮珩：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至退休，一级注册建筑
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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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园》

书籍目录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  “明灯”建筑师的守望关于新现代主义的思考本土化：  渐进并充满乐趣的过
程奥运的说道建筑与文学引起的话题翡冷翠到塞纳河  （一）翡冷翠到塞纳河（二）萨尔茨堡的旋律
建筑与异教徒：回望科尔多瓦清真寺蒙古访 “古”粉红的启示南欧归来想到了些什么台北离我们并不
远龙应台说  “现代”城市的 “复兴”珍惜建筑的生命我们城市的“肺”健康吗城市的后现代生活建
筑师妥协与无奈下的焦虑建筑也可 “恶搞”吗理性与自然，矛锋与盾里——从深圳双年展想到的摄影
和建筑谁更真实城市混响中的建筑师角色苏州的城与园圆明园的难題家住手帕口文与质物质的和非物
质的永恒和活力粗与细简约和丰盛知识和信息艺术取胜或技术取巧真古董与假古董建筑画和建筑师的
画算账与不算账胡同和四合院小城镇和大话题旧建筑的建筑学过早凋零的林徽因我读《北京中轴线建
筑实测图典》建筑美学和今昔美学建筑的留存  历史的阅读远远望去张开济和张永和大师安藤忠雄的  
“中国挑战”崔健的执著和他的阐释林鹤和毛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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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园》

章节摘录

　　他点亮着建筑师书写的“明灯”　　自2007年本刊先后推出“建筑学人随笔”系列之马国馨院士
的《学步存稿》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的《建筑师的非建筑阅读》两书后，在马院士的举荐下我
们特别找到玉佩珩高级建筑师。玉先生是我印象中建筑作品颇为细腻，且是我结识的建筑师中颇具文
采的。初步接触且交谈还是2002年在西子湖畔的“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他就建筑与文学的
关系及建筑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最令人钦佩的是，近年来他在建筑创作之余，以特有的敏锐及洞察力（事实上是一位建筑师的社
会责任感）撰写了大量文风朴实的文章，其新颖的视角及理性的构建不仅为建筑师赢得话语权，更从
多侧面表述了作为一名建筑师的特有思索。因此，尽管玉先生多次谦虚地表示他的集子并不成熟，但
我们还是愿意为他出版这本随笔集。　　这是一本早该于2008年下半年就出版的集子，只是因为本刊
十几位编辑都投入到第29届奥运城市与建筑、奥运文化与人文类各种书籍的编撰中，所以极不情愿地
将它拖至现在；这确是一本早该面世并应在建筑界及公众中予以传播的集子，因为它用看似普通但颇
具寓意的文字讲事件、说人物、评书刊。玉先生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该在这集子前写这段文字的，只
是，玉先生已多次表示要我为之写个前言，我推辞无效，可转念一想，恰好借此机会写个读书体会吧
，也算是对读者的一个真诚的荐书文章。　　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它让我们想到青春飞
扬的岁月，想到文化传统下的文学精神，想到“五四”给中国带来的伟大文艺复兴。据此我十分钦佩
玉佩珩的《城与园》一书，因为他用为建筑、为社会的文字，书写着需要做大做强的建筑文化与建筑
评论，这一点是极难能可贵的，其可贵点正在于通过他的践行，使建筑文化的传播扎实而有力，文中
不仅殷切、热诚、情思、宏厚，更为中国建筑的发展与复兴孜孜追求活力充沛的新生。哲人说：好的
写作恰似一部大典，可供我们反复学习和品味，我愿玉佩珩《城与园》的随笔小书成为这样的“大典
”，使之成为点亮建筑师心中书写的明灯，成为让社会认知并理解建筑师的“新阅读”。　　BIAD传
媒　　《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金磊　　2009年5月7日　　建筑师的守望　　近年来非建筑专业
类的报刊常有关注或涉猎“建筑”的文章引起人们注意，这些文章又多出自业外人士之笔。文字透出
一股清新味道，笔头触角伸及哲学、心理、伦理和艺术诸领域，视角自然也与建筑师不同，读来大有
异趣。　　像笔者这样的普通建筑师，原也把“建筑”当作自己的梦中情人。实际的工作却远非想象
的那么洒脱，上学时不屑二顾的种种重复性或烦琐的劳动占去一生里的大半时光，回首看成绩才那么
一点点，还并不满意。说起来有点不敬不敏，因为太懒不怎么翻阅业内杂志，除非工作的需要。原因
是有的文章看不大明白，不怪别人，赖自己浅薄；有的文字又太过于干巴，常识性的评论，打不起精
神，有时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眼高手低？　　业外人士，由于他们不像建筑师那样和建筑太贴近，这
就好了，其文字有了纵深，论说的空间就大，即使让建筑师看来颇为可笑的地方，看看听听也是有益
的，还有趣。我读它们，不把它当作专著，因而也包含了我的宽容。　　朋友借给我一本近日出版的
书，赵鑫珊先生的《建筑是首哲理诗》，赵先生读了好多书，走了好多地方，我和我周围不少建筑师
是自愧不如的。我最欣赏的是他的恣意笔耕。厚厚的一本书，作者一定也不想让读者全盘接受他的观
点，我想借用赵先生的一句话，表达我对不能苟同的地方的态度，就是“我尊重这种创新，但不赞美
”。我还是被这本书吸引了。而最直接的受益，就是它引动了我想写下面这些文字的欲望。　　日子
一天天临近新的世纪，大家都在说进入21世纪。建筑师们如何进入新的世纪？我倒是想先不忙，先静
下心来，想想在即将过去的世纪里留下了些什么。新中国成立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们
国家就像是一个沸腾的工地，城市空气质量差，不能不说与此也大有关系，这是笑话。这么短的时间
里有这么大的建筑量，建筑设计的思想、观念、理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化又如此激烈，这在历史
上都是少见的。有深度的评说那是需要建筑史学家和建筑评论家慢慢去做的事。　　建筑师也不妨谈
谈自己的看法，和专家们比，犹如相对于专业演唱，我只是卡拉0K一下，不用怕跑调儿。　　电影人
常用“档期”这个词儿。借用—下，建筑师群体或个人的事业的兴败，也可以说是和整体建筑事业的
发展“档期”相关的。　　既然是业余唱几句，也就为了谈说方便、不怕唐突，凭直觉弄出三个档期
。建国以来我国建筑事业发展曲线有三个比较触目的高潮，鲜明地构成每一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也推
出一批成熟的建筑师。这三个高潮均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形势支持。直至今天仍可以在这不同时
期具有代表性建筑物上找到时空印记。以下具体的拉杂是以北京为例的，因为首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有其不可代替的代表性。　　第一个高潮是建国初期，当时的经济形势是共和国进入经济恢复和第一
个五年计划时期，百废待兴。苏联遵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建设主要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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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城市面貌没有造成大的影响。倒是几个大城市几乎同时兴建的不多的几座文化、展览类建筑
非常令人注目。如北京的苏联展览馆（后来易名为北京展览馆）和中央广播电台（现为广电总局办公
楼）。它们高傲地矗立在灰灰的平和的年久失修的民居中，其实并不让人舒服，可也给老百姓带来一
种欣喜。记得当时我们疯狂地拥入刚刚揭幕的苏联展览馆，这是北京老百姓可以进入的第一座大型公
共建筑。张德沛老师至今还把中央广播电台这栋建筑称作小白楼，其实它的装饰和用料都很粗糙和不
大高级。　　苏联的建筑艺术以正统的“学院派”的观点看是不入流的，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才引
入新生的共和国。当时年轻的中国建筑师把这些建筑视为“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典范
。幸好大家明白这是苏联建筑师在俄罗斯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并非中国。他们也就没有全面照搬。
　　从旧社会转入新社会的建筑师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他们有了从未有过的大有作为的机遇。大家
通过学习，努力适应新社会。建筑师们自有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为人民服务
和听人民政府的话，好像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内容不是问题，民族形式是什么？中国的建筑师在工作
中也不乏自己的探索。就以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落成的北京几个旅馆而言吧，张镩先生主持设计的西
郊友谊宾馆，采用了华丽的传统形式的大屋顶，杨廷宝先生主持设计的位于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虽然
采用现代建筑的处理手法，但与周围的环境和原有古代建筑巧妙过渡，不愧为大师之笔。而戴念慈先
生设计的北京饭店西楼则采用了折中的手法，比例尺度和色调均非常得体，尤其和老的北京饭店的相
互关系处理得无可挑剔。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建筑创作领域的氛围是相当宽松的，才得以为我们留下
了这许多堪称“经典”的建筑实例。宽松的创作和学术环境还可以从建筑教育中找到例子，吴冠中先
生从中央美术学院被“打入冷宫”——清华大学建筑系。却意想不到地找到了知音，吴先生不止一次
说过，建筑专业学生最理解他的形式美，这时美术院校已对形式美谈虎色变了。　　后来批判“大屋
顶”属经济领域的革命，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相关的。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之前，
社会上还有私人执业的建筑师事务所，有些人勾结私人营造厂、不法资本家一块干了损害国家利益的
违法事。当年不法资本家用“假冒伪劣”药棉坑害抗美援朝前线的最可爱的人，引起人民群众的无比
愤怒。　　建筑设计中的大手大脚受到责难是对的。艰苦的岁月刚刚结束，人们总想有限的财物能省
着点花。所以，批判或批评其实都是非形而上学的范畴。意识形态的革命还只限于文化艺术的中心敏
感地带，如对电影《武训传》、《清宫秘史》的批判，对于处在艺术边缘的门类，如建筑，人们也只
是更多注意的是它的物质性。一本杂志（《新观察》）上刊登的漫画也只是讽刺建筑师比慈禧太后还
会花钱，被讽的建筑师只是背影，酷似张铸先生，业外人是不大注意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除
了上文提到的例子以外，北京还建成大量可圈可点的宏伟建筑或建筑群，今天看来还挺宏伟。不怕挂
一漏万，略举几例；北京市百货大楼，四部一会办公楼，北京市委办公楼，北京市儿童医院等都是经
得起历史考验的。　　值得在此一提的还有一桩公案。就是建国伊始，关于首都城区规划的一场争论
。原由是梁思成、陈占祥二位先生于1950年呈文周总理，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
议。最终这个“政府行政中心区域最合理的位置是西郊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区”的建议未被采
纳。近年来旧事重提，争论好像没有结束，从梁先生当年的学生的论文的阐述和陈总工程师的遗文就
能感觉到。平心静气而论，这是一个永远的课题。我们大家为维护北京这座精美的古城，为首都的现
代化，做了多少有益的事，也干了多少有害的事。希望21世纪里，比上一代人做得更好。现实与怀旧
的矛盾却会永远给人们提出考题让你求解。　　第二个高潮是国庆10周年前。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大兴土木本来是隆重的庆祝或纪念的活动之一，工程一旦建成，它们又凝
固为历史的一部分，比原本要庆祝或纪念的初衷更隽永，更有意想不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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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珮珩这名字好难读啊
2、看封皮喜欢卖完 坑爹
3、读得有点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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