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建筑五大乱象
乱象一：崇洋。这些年来，复制国外

地标性建筑的山寨之作在不少城镇粉墨
登场，以美国白宫的出镜率为最高。同
时，笃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请外国人
进行建筑设计之风也迅速蔓延。我国四
大一线城市2006年以来兴建的19座大
型地标建筑中，主设计师为外国人的达
15座之多。一些在西方都很难被付诸实
施的“超前卫”建筑设计，在我国也有人
追捧，西方建筑理念如水银泻地般在我
们的一些城市流淌，我国俨然成为国外
建筑设计师建筑理念的“试验场”。

乱象二：求怪。相较于崇洋追外的
洋派建筑，一味追求怪异造型而罔顾安
全、不讲实用的雷人设计更是屡见不
鲜。一些号称“后现代”“反力学”的奇
异建筑纷纷出笼，与周边环境极不协
调，与大众审美大相径庭，与民族文化
格格不入。不少设计师以是否具有视
觉冲击力作为主要价值取向，认为颠覆
传统、与众不同就是“标志性”，似乎什
么样的建筑形态都有存在的理由。

乱象三：趋同。“擦黑板式”的旧城
改造屡见不鲜，城市的传统个性荡然无
存。建筑设计师相互抄袭司空见惯，为
了赶工期、抢时间，往往东拼西凑、照抄
照搬，大中小城市如同个头不一的“一
母同胞”。城市模样雷同、呆板，火柴盒
般的“水泥森林”遍布神州大地。一眼
望去，各个城市几乎是清一色的高楼大
厦和千篇一律的市政风貌。

乱象四：贪大。近些年来，各地大
都做起了“大规划”。一时间，大广场、
大马路、大街区、大立交、大草坪纷纷上
马，竞相比高、比大、比技术难度。一些
地方政府出资的项目在这场竞赛中推
波助澜，不时有新建筑刷新全国乃至全
球建筑高度、体量等纪录。在全国的地
级市中，不少城市正在规划建设“国际
大都市”。有人预计，到 2022 年中国摩
天大楼将达1300多座，是美国的2.5倍。

乱象五：逐奢。一些地方政府财力
有限，却乐于上马一些华而不实的奢华
工程。在严重缺水的地方挖人工湖、建
大喷泉，打造“北国江南”；对城区道路
反复开膛破肚，还称之为“实施畅通工
程”；安装价值不菲的景观灯，打造“不
夜城”。这些不计成本的“烧钱”建筑，
有的被作为夸功炫绩的工具，有的则沦
为贪官与不法商人利益输送的温床。

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史书，是最为
显像的文化符号。城市建筑之所以
乱象丛生，一些地方以权代法的决策
者、唯领导马首是瞻的设计师、将可
行性研究做成“可批性”研究的职能
部门，都难辞其咎。但究其根本，城
市建筑乱象暴露的是扭曲混乱的价
值标准和陷入迷茫的文化传承，反映
出我国建筑行业缺乏文化自信。治
理城市建筑乱象，关键是确立文化自
信，推动建筑文化在中国文化序列中
展现独特魅力和厚重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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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投9.32亿元
维修干线公路
本报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
悉，近日，省财政下达省补助
资金 93298 万元支持我省
2015 年第一批大修、中修项
目建设。

此次共安排我省干线
公 路 第 一 批 大 修 项 目 30
个，大修改造里程 339.03 公
里，总投资 72403 万元，其
中 ：省 财 政 补 助 63420 万
元 ，地 方 自 筹 8983 万 元 。
中修项目 21 个，涉及里程
333.617 公里，总投资 31241
万元，其中省财政补助资
金 29878 万元。投入的资
金将用于省内 G310 巩义、
开 封 、三 门 峡 部 分 境 段 ，
G311 洛阳、许昌、南阳部分
境段等多条重要国省干线
公路路况毁坏严重路段的
面层和基层维修加固。为
支持项目建设，尽快发挥
资金效益，省财政加快支
出进度，提前做好资金分
配前期准备工作，优化拨
付程序，资金下达时间为
历年最早。

大中修项目的实施，可
有效改善道路状况，提高道
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完
善路网结构。对于为人民群
众提供安全、快捷、舒适的出
行环境，带动沿线区域经济
发展十分必要。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团市委组织演讲比赛

30余名青年
深情讲述“中国梦”
本报讯 昨日，一场以“勤学
习·铸信仰·促成长”为主题
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演讲比赛在市青
少年宫圆满落幕，来自全市
各个行业的 30 余名青年选
手，结合自身学习、工作、成
长经历，现身说法，大力弘扬
爱岗敬业、改革创新的时代
精神，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近 3 个小时的比赛
中，选手们思路清晰、声情并
茂，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抒发
情感，用他们热情、真挚、感
人的语言讲述着身边故事，
讲述自己心中的“中国梦”。
他们用真切的情感传递出青
年人坚持理想信念、努力学
习的不懈追求。经过激烈角
逐，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秀创作
奖3名。

据悉，本次比赛由团市
委举办，旨在培养青年的时
代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并为
青年提供一个表达自我、展
现自我的平台，充分展示我
市青年健康向上、积极进取
的青春风采。
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中国建筑要有文化自信
□ 王全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建筑成就举世瞩目，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堪称经典之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快
速推进，一批现代建筑充满时代气息、美轮美奂。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奇葩建筑”，不断冲击
社会公众的审美底线，引发人们强烈吐槽。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城市建筑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由来已久，这是典型的缺
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折射出一些领导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当前，治理城市建筑乱象需要多措并举，尤其要确立文化自信。

中国建筑要面向未来，但我们更不能
忘记它还背靠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应认
真梳理和汲取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
建筑风格和元素，坚持以人为本的建筑本
原，既研究传统建筑的“形”，更传承传统建
筑的“神”，妥善处理城市建筑形与神、点与
面、取与舍的关系，在建筑文化泛西方化和
同质化的裹挟面前清醒地保持中国建筑文
化的独立与自尊。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弄
清楚西方建筑文化的来龙去脉，把东西方
建筑文化融会贯通，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
的过程中吸收西方优秀建筑理念，在与西
方建筑技艺交融对话中不断发展中国建筑

文化，努力建造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
性和谐统一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

应抓紧构建体现民族特色、符合时代
需要的中国建筑文化，让建筑回归理性，以
用为先；回归生态，以俭为先；回归社会，以
公为先；回归专业，以责为先。鼓励院校、
专家、媒体开展建筑文化讨论，在大众媒体
开设建筑文化专栏，在全社会树立正确建
筑价值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注意弥补
国民建筑文化素养的不足。从娃娃开始抓
审美文化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重视美学
素质培养。作为“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
部尤其应补上建筑文化这一课。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
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治
理城市建筑乱象，应从扭转非理性的规划设
计入手。在建筑规划设计中，牢固树立保护
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对城市核
心区建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要划出红线，注
重延续城市文脉。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审
视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工作，找到符合国情和
地域文化的规划方法，在深入挖掘建筑文

化内涵和区域特色上下足功夫。
城市规划部门应严格把关，对不合理、

不合格、不和谐的规划设计坚决说“不”，从
严从细制定规划设计的规范，不给粗俗、浪
费、复制、抄袭的规划设计方案开绿灯，营
造严谨重质的氛围。强化规划设计管理，
以鼓励尊重文脉、创新设计为出发点，为推
出更多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案提供有力
制度保障。

有人说，奇怪建筑产生的责任归属应
当三七开，决策者七、建筑师三。事实的确
如此。一方面，面对汹涌而至的欧美建筑
潮流，一些还不成熟的年轻建筑设计师不
免眼花缭乱、失根失重；另一方面，在巨大
的新增建筑数量面前，我国建筑设计师与人
口之比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1/5到1/10。高
强度、低收费、恶竞争，使我国一些年轻的建
筑设计师出现“拿着农民工工资，掐着秒表
加班”的状况，于是，敷衍应付、东拼西凑、囫
囵吞枣、山寨模仿也就成了常态。

应下决心改变我国建筑设计行业出现
的行业生态堪忧、专业素养不足的窘境，大
力加强建筑设计人才队伍建设。特别要注
重提高建筑设计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自信，消除迷茫和误解，立足民族优
秀传统，珍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同
时，让建筑设计师学习环保、节能、智能等国
际先进技术和经验，在深入了解西方过程中
反思自己，在与世界文化对话中提升自己，
进而将建筑文化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认识，
并用通感、体悟等东方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升
华，完成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的重构。
惟有如此，才能培养既尊重国情与历史、又
懂得西方与现代的优秀建筑设计人才队伍，
促使城市建筑走上传承文化、鼓励原创、重
视质量的良性发展之路。为充分发挥建筑
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确保建筑设计师在工
程设计中的主导作用，应早日出台相关法
规，将建筑设计纳入法治化轨道。

畸形政绩观对城市建筑的“瞎指挥”，
是城市建筑出现乱象的重要原因。为此，
应完善决策机制，把错置在领导干部身上
的城市建筑话语权交还给市场和使用者，
将行政权力严格限定在项目合法、经济可
行等把关方面，让政府成为强有力的监督
方；健全民主集中制，形成项目绩效评价硬
约束，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遏制举
债建设“形象工程”；规划和建设部门除了
把好程序合法关，还要把好建筑艺术关和
技术关，使城市建筑既不是简单由行政力
量定夺和摆布，也不是任由商业力量主宰
和决定；将招投标信息、评审意见、领导决
策意见等全部在网上公布，杜绝暗箱操作，
冲破利益圈子；完善决策全程记录存档制
度，使决策过程可事后追溯、决策过错能有
据可究；充分发挥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

决策的权力和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
治理城市建筑乱象，当务之急是建立

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专业人士
话语权。相关责任人必须认真接受建设委
员会的审查质询，确保评审团的专业性和
独立性，从机制上防止专家团成为决策者
的“应声虫”和“表决器”。建立方案公开
和决策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征询公众意
见。同时，可加强对已建、在建、在批建筑
的审核、改造。对已建建筑要认真梳理排
查，需要改进又能够改进的，应协调业主
单位进行改进；对在建建筑要进行复核，确
有必要的要在设计方案上作出调整；对在
批建筑更要进行严格审核，发现问题立行
立改，决不姑息迁就。
（作者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
主任）

让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回归理性

大力提升建筑设计师的文化素养

坚决摒弃“长官意志”和“瞎指挥”

4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头题“人民要论”刊发了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王全书的署名文章——
《中国建筑要有文化自信》。文章对当前城市建筑存在的崇洋、求怪、趋同、贪大、逐奢等五大乱象进行了剖析，深刻提
出：我国建筑行业缺乏文化自信是造成这些乱象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中国建筑要面向未来，但不能忘记五千年的中
华文明，要认真梳理和汲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元素，吸收西方优秀建筑理念，构建中国特色建筑文化；要从扭转非理
性的规划设计入手，科学规划，让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回归理性；要大力提升建筑设计师的文化素养；坚决摒弃“长官意
志”和“瞎指挥”。本报今日予以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