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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缅甸蒲甘瑞光西塔的窣

堵坡建筑形式及其演绎

右上!越南河内文庙受中国传

统建筑风格影响

左下!尼泊尔加德满都独木庙

屋檐向上升起的做法

右下!尼泊尔帕坦杜巴广场神

庙中的半开敞公共休憩平台空间

文汇报! 您认为未来中国

的城市规划方向是什么"

董鉴泓! 我想应该是发展
城市群这种新发展形态! 我们
已经看到了很多 "城市病#$能
够明白城市规模太大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 以及流动人口太多
带来的问题等等! 那么$城市群
一般以

!

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
心$ 由至少

"

个以上大城市为
构成单元$ 依托发达的交通通
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
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

能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
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我们国家
现在提出 $要以北京 %上海 %广
州等大型国际枢纽为核心 $打
造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等
世界级城市群!

将来的话$ 还可以进一步
发展中西部小城市城市群 $逐
步转移工业$ 但具体时机我现
在说不好!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近
"#

多年来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
的城市规划$ 对中国历史名城
的保护从来没有中断过! 比如$

对上海外滩建筑群的保护 $比

如在苏州平江府至今不允许建
造高层建筑等等! 从客观来讲$

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建筑为
多$本身较难长期保存&另一方
面$近些年一些地方出现"抢名
城 %不保护 #的情况 $当下带有
保护性质的城市规划工作越来
越有难度!

对规划者来说$ 这些都是
挑战! 将来的工作重点$需要更
大的智慧来协调经济发展与行
政管辖之间的矛盾!

文汇报!如今#国内开设城

市规划专业的高校达
$##

多家#

您认为这符合目前国内城市规

划对人才的需求吗"

董鉴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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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院系调整以
后$全国有规划专业的高校大概
只有四五家$包括同济%清华%重
建工等! "文革#以后恢复得最快
的是同济$师资力量各方面都保
存得比较好!

现在全国城规专业的数量
"井喷#$我感觉好像有点太快了!

问题是$这
$##

家里有多少家确
实具备条件来办这个专业' 这是
值得深思的!

我对近几年同济规划专业
的毕业生择业观是有意见的$基

本上他们都挤在同济自己的规
划院里!这对同济规划的发展也
好$ 对全国的规划事业来说$都
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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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
分配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将我
们城规专业的学生分到全国各
地去$中西部最早的城规专业人
员都是同济毕业生!同济的城规
专业入选了刚刚出炉的 "双一
流#学科$我们的学生在专业方
面是优秀的$ 应该走出同济$散
作满天星!

$本次报道特别鸣谢%城市

规划学刊&编辑部王雅娟'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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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介绍外国建筑 $通
常从易于辨识的风格或样式开
始! 这种方法扎根于维特鲁威
(建筑十书) 的西方建筑传统$

因其利于梳理和掌握$ 为从事
西方建筑史研究的学者广泛使
用$ 进而影响到了亚洲建筑的
研究! 但在研究被不断推进的
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逐渐显露*

一是相对于西方建筑清晰的风
格样式特征$ 亚洲建筑更多的
是融合$很难归类&二是融合多
种做法的亚洲建筑$ 究竟是被
动接受影响$ 还是本土主动改
变$ 这至上关乎总体历史观的
表述$ 至下纠缠于建筑个案的
剖析和诠释! 历史上一直处于
印度与中国两个文明发源中心
交通带上的东南亚就是一例!

从历史上看$ 组成东南亚
的主要民族有越南人 +京族,%

占族 %高棉族 %缅族 %泰系诸族
+泰%老挝等,%马来族等! 这些
民族在各自固有的信仰基础
上$由地缘%血缘结成社会共同
体 $并在印度宗教 +婆罗门教 %

佛教%印度教,的影响下走向王
权国家!因此东南亚的建筑$尤
其是官方营建% 集中体现该地
区某时期最高建造技艺的宗教
祭祀%王城皇宫等代表性建筑$

均体现出强烈的印度化倾向 !

最 为 显 著 的 莫 若 "窣 堵 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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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以半球状覆盖物
为主体% 顶部逐渐收拢成尖的
印度佛塔形式!在东南亚$这一
形式呈现为在底部加台基 $在
底部或一侧结合参拜殿堂建
设$将半球拉长变形等! 此外$

较常见的还有可从印度早期婆
罗门庙宇寻找到原型的火焰形
封檐板%卷棚型屋脊%方锥型密
檐式屋顶等!

在越南地区$ 由于从西汉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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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一直处于中国

在此设交趾的九郡直辖管理 $

因此城市规划布局+如顺化%会
安古城,%建筑式样等均带有中
国印记! 与同时期中国官式建
筑相比$ 当地建筑极少使用斗
拱$ 且从布局用材和装饰上都
更接近闽南地区的民间建筑!

除了上述来自印度与中国
的影响外$ 近代以后与亚洲其
他地区一样$ 在与西方的交流
急剧增多的影响下$ 带有西方
特征的建筑开始在东南亚地区
出现$ 并逐渐影响了该地区的
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不过$ 当地建筑受地方风
土影响时间更长$ 形成了适合

自然环境的建造传统!

东南亚地区民居通常以易
得的木材为主%附以部分砖石$

构筑建筑的主体结构! 为应对
热带气候$ 建筑普遍将居住空
间抬高架空远离地面$ 且多用
易于通风透气的木板或编竹板
作墙面围合! 建筑正面入口依
照日常需求$ 结合平台与挑檐
作半开敞处理! 屋面建材就地
取材$ 如雨林地区随处可取的
茅草 %蒲叶 %树皮等天然材料 $

或是各式瓦楞板%塑料布等!

当然$ 这些建造传统不仅
出现在民间! 以各类建筑保存
较为完好的尼泊尔为例$ 比如

民居正面入口常见的挑檐下设
置半开敞休憩平台的做法 $不
仅常见于农村的路边商店 $在
庙宇% 王宫甚至大型宅邸的入
口或广场内院中也十分常见 $

并至今运用在当地人民的日常
生活中!

如果反向思考$ 可以对一
些习以为常的判断提出质疑 !

比如业已成为尼泊尔木结构建
筑代表特征之一的檐下斜撑构
件$ 一般从木结构受力合理性
来考虑$ 会认为这是顺应结构
加固%加深挑檐的自然反应$属
于地方创造的范畴! 但当地一
般民居却少有建筑本体运用斜

撑$ 更多的是将需要出挑长度
比较大的那段屋檐与房屋主体
屋檐切断单做直柱支撑!那么$

使用斜撑是否有其他原因
-

当
我们将尼泊尔佛堂与越南木亭
并置比较$ 可以发现两者在整
体上具备极其相似的屋檐效
果---重檐飞起! 越南木亭采
用的是传统中国木构建筑屋角
起翘 "嫩戗发戗 #做法 $不同于
中国的是将嫩戗做宽外露并加
以雕饰$ 使嫩戗进一步获得与
尼泊尔佛庙檐下斜撑类似的立
面装饰效果!我们推测$在尼泊
尔建筑屋檐下设置斜撑$ 还有
在形态上使砖木混合结构更接
近屋檐向上升起的木建筑 $以
及追求密檐装饰性效果等文化
因素!

综上所述$ 如果能从文化
传播与地方风土角度切入 $将
有利于总体把握东南亚建筑的
特征!通过相互比对与反馈$使
更专业层面上对于平面布局 %

结构做法等的分析获得更广泛
的现实认知基础和意义! 更进
一步的是要从区域内更为具体
的传播路径$特别是交通流%人
流和信息流等方面推进研究 !

从交通流来看$ 古代以水运为
主$通常从流域入手为佳&近代
后铁路和高速路发展$ 从铁路
网和道路网入手则更妥帖! 从
人流来看$历史上由战争%饥荒
等促发的人群大迁徙$ 也是文
化传播的途径$ 并通常带来突
变!信息流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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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由
计算机网络发展带来的一种新
传播形式! 由于其不再受地理
限制$更为难以把握$且目前尚
缺乏相应的研究范式$ 可作为
今后研究当代建筑发展的新切
入点!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与

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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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风格的代表!东南亚建筑
傅舒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