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殷昆仑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速生
城市大量涌现，创造天际线和摩
天楼成为压倒性的目标。 而事实
上，这些摩天楼与摩天楼之间的
空间，才是创造城市经济和社会
繁荣的地方，才有构成伟大城市
的要素：尺度，街道，社区，人。

文化城市的核心，其实是以
人为本。 如何以人为本？ 使城市
变得更适合人类居住， 以更长
远的人类利益为重。 有一个概
念非常重要，就是‘绿色建筑’，
所谓绿色建筑， 是指在建筑的
全寿命周期内， 最大限度地节
约资源，具体来说就是节能，节
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
少污染。 它最大的特点是节约
资源、 环保， 通过适宜技术、材
料的运用、更合理的空间设计、
完善的功能布局， 打造更宜于
人居、 更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的建筑。

长沙目前已经在朝这个方向

努力，比如长沙大河西先导区梅
溪湖片区、洋湖垸片区、滨江新
城片区等，都已开展绿色建筑集
中示范区创建工作。 我认为这非
常值得肯定。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柳肃

目前中国城市最大的问题是
缺文化，缺审美，片面追求大、高、
亮，以为这就是美。 失去特色就
会导致千城一面，而最根本的原
因是因为文化的缺位。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巫纪光

评价一栋建筑的好坏， 严格
讲不是在风格，而是在其文化品
位。 欧美式的也好，中式的也好，
传统的也好，现代的或后现代的
也好，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含量高
不高， 看它能不能传递文化信
息。 应该看到，不论是住宅区，还
是商业楼或公共楼，长沙的建筑

越来越追求个性、创意，讲究生
态环境，讲究“以人为本”，尽管
有些东西， 还停留在图解的、标
签式的阶段，但人们在往这个方
向努力。

芬兰建筑大师有句话 ，值
得我们深思：“只有当人处于中
心地位的时候， 真正的建筑才
会产生。 ”

长沙师范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
安勇

今天的城市文化留存是地
理、历史以及经济社会等诸多因
素作用的结果，既有种种缺失也
有层层剥离。 我以为无需停留在
无休止的指责与发难，而应该积
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是唤醒全体
的意识， 保护好仅有的留存，另
一方面是在发展中演变，创造新
的价值与内涵，重要的是创新城
市文化特色。 但是需要强调的
是，我们确实已经处于文化的无
序发展阶段，时而复古，时而崇
西，找不到自我的轨迹。 湘西吉

首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能从
上至下掀起城市文化大讨论，立
足鲜明的地域特色，不断探索挖
掘。 不管怎样，已经先行。

株洲市规划设计院院长
李良

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缺失文化
品位及市民对城市的认同，理想
的城市化应以人为尺度下的空
间形态、民众幸福指数为衡量标
准。 当代建筑师应作为传承者，
吸取文化精华在创作中加以升
华和体现。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总建
筑师 曾益海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 经济、
环境、 文化与人是一组相互交
织、相互支撑的要素。 在发展的
初期，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发展最
重要的支撑，但是以环境的破坏
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注定是短暂
的繁荣。 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

下， 经济的发展更多依赖技术的
进步。 技术世界是一个不断趋向
同质的世界， 不断趋向于平面的
世界， 而能够产生城市差异性特
征是城市的人文特质与生活方
式， 人文特质能够不断累积城市
厚度， 文化则是城市各种要素的
粘合剂。 人之为人，人文而已。

常德规划设计院总建筑师
张成

文化的概念很广， 因地理位
置不同产生的地域文化， 因地形
地貌不同产生的山水文化， 不同
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人文文化等，
每个城市应根据各自的特点，扬
长避短， 发扬自身的文化城市特
色。 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应有完
善的交通体系，健全的基础设施，
先进的城市管理水平， 有历史的
底蕴和灵魂， 又要有现代的活力
和朝气， 能充分满足城市各个层
面人群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需求。
建筑师不应沦为技术工具， 必须
拥有应有的话语权。

12 月 7 日，2013 湖南省设
计艺术年会在益阳湖南城市学
院举行，年会议程包含湖南省设
计艺术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第十届湖南省高校优秀设计作
品展及颁奖典礼，“设计·品质”
设计艺术论坛三大板块，其中第
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了新一届
主席团成员，在湖南省文联副巡
视员王清林、湖南省文联组织联
络处处长谢群主持和监督下，何
人可、魏春雨再次当选第三届理
事会主席， 马建成、 王小保、冯
放、朱力、朱和平、安勇、孙湘明、
李小山、李少波、杨瑛、杨建觉、
陈建明、傅忠成、蒋涤非等 14 人
当选副主席，其中马建成兼任秘
书长。

第十届湖南省高校优秀设
计作品大赛在当天收获了最终
结果。 记者从组委会处获悉，本
次共有来自于省内各大院校的
312 幅作品入围决赛圈，涵盖了
包装、视觉传达、室内、环艺、服

装、人物形象、工业、产品、动画
等多个设计门类，全场共产生 18
个金奖，其中，来自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的潘玉璨、湖南涉外学院

的张侠、湖南农业大学的宾珊获
得了室内设计门类金奖。

作为年会的重头戏，以“设
计·品质” 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引

发了在场来宾的广泛讨论。 湖南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以《地
形之约》为题，重点阐述了在充
分尊重历史环境与历史资源的

基础上，以景观环境为先导进行
城市建设， 使城市融入自然，并
延续历史文化保护区原有的社
会网络和历史文脉的观点，湖南
大学建筑学院环艺系主任胡骉
则就《基于适宜技术的数字建筑
设计与建造》与来宾进行了分享
和交流。 长沙师范学院艺术设计
系主任安勇以湘西地域的设计
实践为重点，发表了题为《延伸
与衍生 - 地域建筑室内设计研
究》的主题演讲，深入探索了建
筑室内设计中的地域文化的价
值与内涵。

湖南省设计艺术年会主办
机构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创
立至今已有 10 年历史， 每一年
借助湖南省设计艺术年会的优
质平台，聚合设计能量，共谋设
计未来，并不忘表彰先进，激励
后进，在推动湖湘文化传承和设
计艺术创新方面不遗余力，成绩
卓越。

■记者 张丹

2013荣耀与反思：

湖湘设计频频获奖，文化寻根仍需破题

湖南省设计艺术家协会选出新一届主席团成员

2013年，湖湘设计可谓名声大震，表现不俗。除了在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上揽获金银铜三项大奖外，2013中美 50人设计产业巅峰
论坛上也出现了湖南设计师的身影，鸿扬家装优仕设计私享馆的首席设计师陈志斌获邀参加；而在 2013年中国室内设计周上，湘籍设
计师、美迪大宅设计院设计总监赵益平当选美国《LUXE莱斯》杂志推出的年度封面人物，这是赵益平获得《美国室内》中文版封面人物
之后，第二次登上世界级设计类杂志封面。

尽管今天看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湖湘设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个蛰伏的过程。 近年来虽然逐渐在建筑和人居领域展现
出实力的痕迹，但应该看到的是，对于湖湘设计的争议和讨论从未停息。 面对五彩斑斓的西方潮流，湖湘设计应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
既能保持文化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又不丢失掉自己固有的地域性和传统属性？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湖湘设计所仅有，只是因为我们身处
其中，痛感才特别强烈。在 2013湖南建筑师学会年会上，来自湖南各大建筑设计院及高校的专家学者就“文化城市”这一命题进行了探
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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