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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我们共和国的60华诞，干支轮回整整一个甲子。我们是这60年历程的亲历者，我们亲眼目睹，
并亲身感受了这60年中国家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落后穷国，
建设成一个生机勃勃、繁荣富强的新兴大国。这里有一组简单的对比数据，或许可以简略地反映出这
一巨大变革：总人口：5．42亿（1949年），13．2亿（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1015亿元（1952年）
，300670亿元（2008年）；人均GDP：119元（1952年），22674元（2008年）；粮食总产量：1．1亿吨
（1949年），5．28亿吨（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额：43．6亿元（1952年），137239亿元（2007年）
；城镇化水平：10．64％（1949q：），43．9％（2006年）；城镇人口：0．576亿（1949年），5．77
亿（2006年）；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11．7万（1949年），2005万（2007年，包括在校本科生和研究
生）；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这60年是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的60年，攻坚克难的60年，硕果累累的60年。
利用60年大庆的契机，各行各业也都要回顾盘点—下自己行业、部门的奋斗史、发展史。在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师分会的指导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建筑创作》杂志社经过精心策划，
和天津大学出版社通力合作，推出了“建筑中国六十年”系列丛书（以下简称“建筑60”）。这套丛
书是以全新的视角对建筑行业、建筑文化诸领域的全面回顾和审视，具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社会意
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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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作品卷》介绍：作为一贯瞩目中外建筑设计发展历程及思辨的《建筑创
作》杂志社，早在2003年起便与《中国建设报》合作，先后推出时论文集系列“点击中国建设”，由
于它们的前瞻性、文献性、批评性，使三个年度“点击中国建设”的《温故2003·启示2004》、《回
眸2004·影响2005》、《铭记2005倾听2006》深受业内外欢迎；尔后又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大
力支持下，先后再推出“品牌年刊”《中国建筑设计年度报告》（2005—2006年版及2006—2007年版）
，它们不仅在理性上更趋成熟，更通过对业内大事的追踪、评述及记录，有效地宣传了中国建筑师及
其作品的年度总结。
2008年12月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建筑创作》杂志社在忙碌完历经四年之久的第29I苗奥运会的
图片、书刊专业化出版任务后，全力投入《1978～2008中国建筑设计三十年》一书的策划、编撰之中
。感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老院长、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叶如棠部长的题写书名；感谢中国建筑
学会理事长、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的序言；感谢近百计的单位及学者的积极参与，从而使该书问世
后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该书的出版在建筑界是第一的作为，它大胆地
填补了行业的“空白”，同时《建筑创作》杂志2008年第12期也刊发专辑纪念中国建筑设计30年的征
程，应该说也从理论与实践两大层面书写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新篇。事实上，也恰恰在此阶段，时代要
求建筑传媒人思考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的“大事”及“要点”。如何言说建筑中国，如何评价1949年
一2009年60载时光中的建筑中国，是我思考良久的命题，如何将中国建筑60年这一甲子的思想与作品
串起来更是个极为复杂的事。为此我先后作了一系列研究笔记计有《建筑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如何书写
》（《中国建设报》2008年1明7日）、《中国建筑设计改革30年的事件与作品述评》（《中国建设报
》2008年11月25日）、《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谁来保护》（《中国建设报》2008年12月18日）、《建筑
中国六十年建筑媒体该如何作为》（《中国建设报》2009年2月5日）、《北京当代新十大建筑评选理
念及方法建言》（《中国建设报》2009年明1日）等。它们均成为以《建筑创作》杂志社为主策划“建
筑中国六十年系列丛书”的标志及要义。下面试从几方面阐述对该系列丛书的策划及组织编撰的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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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建筑创作的发展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并且建筑设计作品类别更加的丰
富，许多建成的项目呈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这些创作在汲取西方建筑特点的同时，—直在多元共存
、回归本土设计的道路上努力。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作品，其中有
大规模的城市综合体建筑，也有符合当时、当地人们生活需求的、注重细节推敲的人性化设计作品。
在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国际国内政治中心的碰撞，迅速涌现出了一批可以代表国家形象以及国家
发展的建筑，将我国国际化都市的形象与豪放、大气的建筑风格展现在世人面前，“鸟巢”、国家大
剧院、CCTV新址等建筑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建筑设计、技术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在素有中国建筑师
前沿阵地的上海，在吸取西方现代建筑精华的同时，注重建筑的时尚感以及创意，无数摩天大楼拔地
而起，一次次刷新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纪录，成为中国建筑经济腾飞的见证。2002年12月3日，
经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这是注册类世界博览会首次在发展中国
家举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支持和信任，也体现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瞩
目和期盼。作为首届以“城市”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世博会184天的展期里，世界各国政府和
人民将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充分展示城市文明成果、交流城市发展经验、传播先进
城市理念，从而为新世纪人类的居住、生活和工作探索崭新的模式，为生态和谐社会的缔造和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生动的例证。2010年世博会为中国建筑师的建筑创作带来了新的思想与灵感，从各方
面刺激了中国建筑创作的创新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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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中国六十年1949-2009·作品卷》：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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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包装不错 这本书能给我带到中国六十年前的场景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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