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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的东梓关村

农民新居，如今已是知名的旅游打卡地。几

年前，出于保护古民居、古村落和改善居住

环境的考虑，当地政府对富春江沿岸回迁房

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筑师孟凡浩设计的

这组民居聚落甫一亮相，就因其白墙黛瓦、

错落有致的风貌酷似画家吴冠中笔下的水

墨江南而“刷屏”。东梓关村也因这片“最美

回迁房”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掀

起了当地乡村文化旅游热。

东梓关建筑群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

为它契合了人们心底对中国式诗意栖居的

憧憬与想象。的确，中国人千百年来营宅造

园，重视的不只是可供容身的物质环境，更

是赖以安心的意义空间。世易时移，传统建

筑 形 式 已 很 难 适 配 当 代 中 国 人 的 生 活 方

式。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在解决功

能问题的同时，也应接续中华文化根脉，给

人们以亲切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

这是摆在中国建筑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东梓关村并非个例。在当下的城乡建

设中，重视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渐成潮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当代中国建筑既

不能食古不化，简单套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

风格；也不能流于形式，肤浅拼贴符号；更不

能闭门造车，远离当下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

活。近年来，国内建筑领域涌现出一批形式

现代又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在不

同维度上对建筑设计的文化表达进行创新

探索。

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空间

40 年前，建筑学界的经典之作——李允

鉌《华夏意匠》一书极富洞察力地论证了中

国传统建筑是与西方建筑完全不同的独特

文化载体。“华夏意匠”，代表着能让中国人

产生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有意义的建筑

形式系统”。而当代中国的文化风貌、价值

理念和审美追求，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建筑形

式的承载能力，因此需要建筑形式的创新迭

代，需要建筑师在汲取传统养分和植根脚下

土地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建筑的形式语言，

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交融空间。

建筑师王澍从对中国传统书法、绘画和

江南园林、民居的研究中汲取思想养分、开

掘设计资源，摸索出一条兼具中国传统文化

意 蕴 与 现 代 空 间 表 现 力 的 独 创 性 建 筑 路

径。在其代表作宁波博物馆设计中，他将中

国传统造园术中的营山之法，运用于建筑的

体量切削和内部空间的关系塑造，还将源自

浙江民居的“瓦爿墙”技术应用在建筑的立

面表现上，把采自当地老屋拆迁后的废旧砖

瓦，拼贴在清水混凝土外墙表面，形成富有

历史沧桑感的“时间肌理”。这样一座既现

代又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博物馆建筑，成为

当地文化地标。

在建筑形式创新迭代的过程中，需要处

理建筑与地域特征、文化传统的关系。毕

竟，一个社区、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与精神

认同，浸透并彰显于其所营造的物质环境

之中。用建筑反映城市精神，增强文化认

同，激发精神凝聚力，成为当代建筑师的努

力方向。

2020 年落成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就用

建筑来展现和提振城市精神。建筑师朱锫

通过对景德镇历史文化的梳理，提取出对当

地人具有特殊情感价值的瓷窑和窑砖，并以

此作为设计主线。他从当地特有的手工不

规则“挛窑”（砌窑和补窑）技术中撷取灵感，

将大小不一、错杂并置的拱筒组合成生动空

间。在建筑的内外表面，建筑师将从当地废

弃窑址收集来的、布满“窑汗”釉化肌理的旧

窑砖与新面砖混合贴砌，形成令人过目难忘

的环境底纹。这座博物馆有力提炼出景德

镇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当地特色人文空间，

人们在此流连忘返，感受代代传承的劳动智

慧和工匠精神。

创新“中国意境”的表达形式

意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超越环境本体

的境界营造。意境既包含物质性的“实境”，

又 延 展 至 精 神 性 、情 感 性 和 文 化 性 的“ 虚

境”，对意境的推崇令中国传统空间造物常

常具有超然象外的隽永意蕴。天人合一、与

古为新、虚实相生等意境营造，在许多中国

现代建筑中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在与国

际建筑界的同台竞技中，当代中国建筑师不

断深化对意境的认识，更加主动地探索“造

境”的现代手段，使中国建筑的意境之美通

过丰富多样的形式得以赓续。

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建筑师王辉围

绕五龙庙这座唐代文物遗存，通过简洁的墙

体及景观处理，打造出一座现代感十足的白

砂庭院。在纯净的周边环境烘托下，五龙庙

如同一件被精心安放在露天博物馆中的展

品，现代景观与千年文物建筑之间发生奇妙

的“化学反应”。

在“又见五台山剧场”设计中，建筑师朱

小地用一条 730 米长蜿蜒展开的“之”字形往

复墙体，构筑起进入剧场前七折七叠的前导

空间。墙体表面由石材、玻璃和不锈钢等不

同反射率的材料交织成不断起伏的图案，如

山如浪，绵延不绝，历史的深邃感油然而生。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全新的文化再

阐释，也推动建筑师创新表现“中国意境”。

建筑师李晓东设计的篱苑书屋，用未经雕琢

的原木枝条覆盖建筑的玻璃表面，外部隐逸

于山水之间，内部则光影斑驳，令人恍如置

身密林深处；建筑师李虎、黄文菁设计的山

谷音乐厅，整座建筑有如经过漫长时间层积

而成的自然山石，曲折叠构，粗粝质朴，宛自

天开，仿佛在邀请听众欣赏一场大自然的交

响乐。建筑师徐甜甜设计的竹林剧场，利用

浙江松阳当地漫山遍野生长的毛竹，在竹林

中辟出圆形空场，把场边韧性十足的毛竹顶

端束拢围合成一个天然剧场，不费一砖一瓦

而别有意蕴。

展现当代生活的人文魅力

建筑是人类生活的空间，承载了人们的

记忆、情感和精神。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展

现中国式生活场景魅力的优秀建筑作品，在

海内外获得好评。

建筑师刘家琨设计的西村大院，位于成

都市西村创意产业园内。40 亩的宽广内庭，

集合了足球场、竹林、集市、餐厅、商铺、展

馆、院落等功能内容，还有一条 1.5 公里长的

缓坡跑道能让人从院内一路跑上楼顶。这

座大院作为一个多元包容的文创集合体，既

有对传统集体生活的深情回望，也涌动着当

代中国的生机活力。如建筑师自己所说，好

似一个“巨型四川火锅”，无论沉静还是沸

腾，都散放出浓烈的生活滋味。

在湖南常德，建筑师曲雷、何勍历时 8 年

设计的老西门棚户区改造项目，证明多样化

的 社 会 生 态 场 景 能 够 令 一 座 城 市 魅 力 大

增。在 1600 户居民全部实现原地回迁的基

础上，建筑师匠心独运，掘开场地里原本的

排污暗渠，将其疏浚成 600 米长的景观河道，

并在两岸打造出《清明上河图》般丰富的生

活场景长卷。设计者将不同功能内容和风

格形式的建筑、景观、城市户外环境设施、公

共艺术作品等萃聚混搭，从整体到细节都洋

溢着当代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热度。

说到底，中国建筑是持续发展的生命和

不断编织的生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

益提升，坚定文化自信、再造“华夏意匠”，已

成为越来越多当代中国建筑师自觉肩负起

的历史使命。既有文化深度又有创造性，既

继承中国传统建筑优长又与现代建筑风格

相融合，既凸显中华文化特色又与中国人当

下的生活场景紧密关联。期待这样的建筑

作品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题图为福建省福州市海峡文化艺术中

心。下图为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东梓关村

农民新居。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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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
建筑在解决功能问题的同
时，也应接续中华文化根脉，
给人们以亲切的文化认同感
和精神归属感。这是摆在中
国建筑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在建筑形式创新迭代的
过程中，需要处理建筑与地
域特征、文化传统的关系。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
益提升，坚定文化自信、再造

“华夏意匠”，已成为越来越
多当代中国建筑师自觉肩负
起的历史使命。

作为文艺工作者，我送给人民的是歌
声，人民用朴实情感回馈给我的，是精神上
的洗礼与深厚的艺术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在

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

持 与 时 代 同 步 伐 ，与 人 民 同 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作为一名

出身基层的歌唱演员，我对此感

触颇深。

我从新疆来，在西部生、西部

长，深知这片土地上父老乡亲的

梦想与希望、奋斗和追求，更亲历

和见证了党团结带领西部人民不

懈奋斗，使原本闭塞落后的家乡

焕发新生机的历程。时代的巨大

变化烙印在我的很多歌曲中，比

如大家熟知的《西部放歌》。

每当我演唱这些作品，生我

养我的边疆小山村、上学走过的

山路、和妈妈一样勤劳朴实的乡

亲们，就在我脑海里浮现，这一切

已经融入我的生命和血脉。内心

深处的爱和感恩之情自然流露，

使“小我”得到升华，从而唱出时

代的大气磅礴。

我自幼喜欢唱歌，从一个执

着 唱 歌 的 娃 娃 成 长 为 一 名 歌 唱

演员，从基层部队文艺兵到登上

国 家 大 剧 院 舞 台 演 唱 民 族 歌

剧。这一路走来，演唱的脚步丈

量了祖国各地，舞台也在不断变

化，但不变的是永远为人民歌唱

的艺术追求。

作为一名军人，为战友歌唱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我

沿着祖国的边防线和海防线，每

年为基层官兵送上 100 多场慰问

演出，登上过海拔几千米的营地，

到过遥远的边疆。记得第一次慰

问演出是到西藏阿里。演出小分

队 凌 晨 3 点 从 30 里 外 的 营 地 出

发，给沿线各营地战士演唱，晚上

10 点到达一座海拔 6700 多米的

界山，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体力

透支、失去了知觉。那一刻，我在

意识迷离中感觉离天很近，但最

担心的还是耽误演出。输液清醒

后，看到战士们列队等候，一种

“必须为他们演唱”的情怀与责任

感在内心瞬间升腾，于是我吸着

氧，一首接着一首唱。《我为伟大

祖国站岗》让现场群情激昂，《儿行千里》让战士们热泪盈眶……

那一刻，歌者与听者手拉手，心连心，彼此贴得很近很近。我看

着战士们那么开心激动，深深地体会到人民需要歌声，只有为他

们深情歌唱，才能尽到一名歌唱者的责任。

多年来，我坚持深入革命老区、贫困地区、边疆地区、军营哨

卡、企业厂矿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工地慰问演出，每一场演出都

令我感动。作为文艺工作者，我送给人民的是歌声，人民用朴实

情感回馈给我的，是精神上的洗礼与深厚的艺术滋养。我常常

想，文艺工作者的人民情怀，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将艺术和希望的

种子播撒在人民需要的地方。

我深知不能满足于已有成果，要不断突破自我。于是，自

2012 年起，我开始出演民族歌剧，先后在《米脂婆姨绥德汉》《运

河谣》等多部经典剧目中担纲主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参演了歌剧《长征》《同心结》《半条红军被》等，所塑

造的角色饱含对民族精神的自信和坚守，艺术呈现了百年历程

中的闪光时刻。

在歌剧《同心结》中，我饰演黄继光。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

我查阅了大量抗美援朝题材的书籍、回忆录、口述史等文字和影

像资料，与剧组一起前往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的黄继光故里、黄

继光纪念馆参观学习，同黄继光亲属深入交流，扎扎实实体验生

活。人们动情地讲述黄继光生前的故事，对英雄的崇敬之情溢

于言表。采风回来，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如果不把这样的英

雄演活了，对不住英雄，对不住那样年轻的生命！这部剧演出难

度大，舞台有 40 个台阶，总高度近 6 米，对演员体力是很大考

验。在舞台上翻滚排练一天下来，我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当时没察觉，演出后感觉膝盖疼得厉害，才发现长时间剧烈跑跳

导致膝盖受伤。经过紧张密集的排练，《同心结》顺利演出。谢

幕时，观众激动得眼含热泪，起身鼓掌致敬。这次演出过程让我

深受触动，对英雄更加理解和尊敬，整个排演过程成为我靠近英

雄、涤荡灵魂的过程。

好的音乐不仅打动耳朵，更直抵心灵。文艺工作者应当提

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

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

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向生活学习，为时代和人

民放歌，我想，我会坚持一辈子。

（作者为歌唱演员、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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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纪录片《超凡未来：你

不了解的中国科学故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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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 ，这 离 不 开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不 懈 努 力 。

纪录片《超凡未来：你不了解的中国科学

故事》以中国科学家视角，讲述科技发展

故事。该片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等多个前沿领域，欧阳自远、潘建

伟 等 科 学 家 出 镜 讲 述 ，以 自 问 自 答 的 方

式 ，带 观 众 走 近 科 研 现 场 。 他 们 娓 娓 道

来 ，饱 含 对 科 学 事 业 的 热 爱 和 对 学 术 研

究的一丝不苟。片中精致的特效动画和

通 俗 易 懂 的 解 说 ，让 科 学 知 识 形 象 可

感 。 科 学 家 们 在 探 索 之 路 上 的 泪 与 汗 、

失 败 与 坚 守 、收 获 与 喜 悦 令 人 动 容 。 可

以 说 ，这 不 仅 是 一 部 记 录 中 国 科 学 成 就

的 纪 录 片 ，更 是 一 部 当 代 中 国 科 学 家 的

传记。

（周音萱）

科学故事 群“星”闪耀

真实是纪录片的最大魅力。纪录片

《真实生长》的“真实”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它的拍摄历经三位主人公从高中到大

学毕业后的 8 年时间。长线追踪让它捕捉

到一所高中学校进行教育探索的生动足

迹，也记录下少年们在学校与家庭、学业与

人生选择中不断寻找自我价值、平衡理想

与现实的故事。真实赋予这部纪录片超越

于一般青春校园作品的丰富议题：校园如

何平衡个性与共性、自我成长来自何处，类

似议题留给观众许多回味和思考的空间。

近 1000 小时的故事素材，最后剪辑出 4 集、

一共 2 个多小时的成片。这种体量裁削或

许是出于对网络平台和大众观赏习惯的考

虑，但“意犹未尽”“长一些更好”的呼声证

明，观众愿意给予好内容更多关注。

（吴 炼）

长线追踪 真实记录

说到山西特色美食，人们一定会想到

面食。网络纪录片《三晋风味》以面食为主

线，深度介绍了晋北、晋中、晋南的饮食文

化，反映中华美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当代

活力。叙事策略上，该片不仅展现各种美

食的制作流程，还循着三晋大地的历史脉

络和地理特征，择取与食物相关的事件、人

物、农作物等，讲述美食背后的故事。因平

原、丘陵、山区等不同地形地貌，刀削面不

仅有白面的，还有各种杂粮面的……这些

内容像一本精华荟萃的科普读物，让读者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正如片中对“面

塑”烘托节日喜庆氛围作用的解读，饮食文

化所承载的，是中华大地上的风物人文，是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美中不足的是，该片

在移动拍摄和剪辑上略显粗糙。

（赵 月）

美食文化 生活滋味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