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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包豪斯，作为影响了世界现代设计一个多世纪的思潮，

给中国现代建筑设计也带来了无限的启发与灵感。被称为

“中国最早的包豪斯风格建筑”的同济文远楼，蕴含了中国

设计者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理解，这份理解也一定程度上决

定了中国现代建筑设计上的发展方向。

2 包豪斯与中国现代设计

“包豪斯”，源于 1919 年成立于魏玛的德国包豪斯学

校（如图 1 所示）。这一名词是由学校创办人格罗皮乌斯生

创造的，后来演变为“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代名词。包豪

斯理念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起源于工业革命。当机械工具

逐渐取代古老行业工具，日常用品的生产条件发生改变，人

们需要一种新的设计理念与机器生产保持一致 [1]。20世纪初，

战后欧洲需要重建，产生了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的社会需求。

于是，经济状态引发了思潮改变。“哲学思想强调对规律的

理性思考”[2]。除了用工业化标准的生产方式结合艺术创作

以外，现代主义思想还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将艺术和技术

结合，广泛带入平民百姓家。

图 1 朋友孔垂思拍摄于包豪斯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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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将包豪斯建筑教育理念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有

两种说法：其一是 1933 年德国建筑师鲍立克到上海开设的

建筑事务所。其二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黄作焱，在上海创办

圣约翰大学建筑系（1942—1951 年），引入“包豪斯”教

育体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艺术设计与工业文明开

始结合，玻璃幕墙大厦逐渐丰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从

区域上来看，中国内地受包豪斯影响主要通过中国香港，香

港的包豪斯教育体系源自美国。此外，中国，尤其是中国台

湾地区受到日本包豪斯设计思想的影响也比较深远。由于包

豪斯在中国形成的原因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中国的现

代设计无法全盘接收包豪斯，很多中国设计师将“包豪斯”

简单理解为一种现代设计风格。于是，各种以“包豪斯风格”

为名的建筑设计或装修设计，出现在设计的选择中。

3 同济文远楼的设计与时代文化

原同济大学建筑系大楼文远楼，建于1953年，被誉为“中

国最早的典型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包豪斯设计理念强调形

式追随于功能，可以看出，文远楼的设计在很多方面都能体

现为功能服务。不同于当时其他校园建筑为多层砖混结构建

筑，文远楼由于测绘专业特殊的使用功能要求，采用了钢筋

混凝土结构；不对称的布局，大楼设有大、中型阶梯教室7间，

这样的教师分布设计，基本是为了满足院系调整后人数增加

的教学需要；教室采用中走廊式，走廊的长窗设计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采光功能；阶梯教室布置在最接近入口的地方，以

利于上下课时大量人流疏散；在西端阶梯教室群的东西向连

接廊中设置男女厕所，使用方便。色彩上，文远楼使用黄灰

色，内墙是白色，整体呈现朴实自然的感觉，符合学习场所

所需的专注氛围。

1950 年的中国处于还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文远楼在

建成之前，复古思潮盛行“整理国故”运动中兴起中国复古

建筑，以及学习苏联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

浪潮影响 [3]。在建筑方针是排斥西方现代建筑的背景下，文

远楼建筑以简洁的外形，合理的功能布局而独树一帜，成为

中国探索现代建筑道路上，不可忽视的建筑。除了论文提到

的功能方面以外，从技术角度看，文远楼选用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内部墙体可以自由布局，在那个时代来说是十分先

进的。此外，文远楼的设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设计

理念，关注个人感受。根据在文远楼教书的老师回忆，文远

楼阶梯教室里桌板上安装了小灯珠，用于老师拉窗帘放幻灯

片时，学生作为做笔记所需照明 [4]。文远楼从细节打磨，设

计透露出提升每个学生学习体验的设计理念。这样关照个体

感受的设计理念，在当时的学校建筑中对比起来也是实属 

难得。

但是，文远楼并不能算得上是对包豪斯设计理念的完

美继承。首先，文远楼的设计，对形式与功能的关系处理依

旧有不足之处。可以看到包豪斯校舍的走廊面向阳光用玻璃

环绕，最大程度采光。但是，文远楼中间的结构柱和两端的

转角墙体，还是限制了一定的光线，与包豪斯最大程度服务

于功能的理念，有一段差距。除此之外，教学楼最重要的功

能就是：教学。包豪斯教学注重实践，拥有一系列生产车间

给学生学习实践。但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忽略后期制作或实

践，没有生产车间供学生们操作实践。所以，文远楼建筑本

身缺乏了内在生成逻辑，外形的相似更像是形式的模仿，导

致同济大学建筑系被人戏谑称为“造型制造工厂”，意思是

只专注造型形式。其次，在技术上，文远楼仍有欠缺。例如，

包豪斯校舍窗户太多，为了解决不方便打开的问题，建筑设

计了联动开启窗户的金属杆件，通过拉动连接杆，窗户可以

整组打开或关闭，十分方便整洁，文远楼的长廊虽然选用类

似玻璃钢窗，但是每扇窗户都是独立的，需要单独开启，便

捷程度欠缺。最后，文远楼的设计缺少现代主义文化价值的

传递。现代思想培育了平等、自由和多元的空间。在西方建

筑中，“透明”与“白墙”是意识形态符号化的表现。表达

了对政治民主的渴望，和对专制体制的憎恶 [5]。包豪斯校舍

外立面采用灰色和白色的结合，校舍的工艺车间透过大片透

明玻璃，结构完全独立透明，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想的诠释。

对比文远楼的设计，基本停留于对包豪斯表面模仿。即没有

传递西方现代思想，也没有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可以看

出，文远楼的设计加入了中国古典语言。例如，木窗格；楼

梯扶手的“回”字形装饰图案；转角墙面的小立方体装饰图

案；门厅入口处的石台等。但这些设计依旧是停留在了装饰

层面，并没有体现出文化价值的魅力。文远楼的设计者黄毓

麟，接受了学院式教育，也深受现代建筑思想影响。但是，

从设计者的角度分析，他并不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者，而是经

过了西方古典建筑训练，再加上现代建筑影响以及中国民族

思想，结合运用中西方的建筑设计知识，设计出了“文远楼”。

文远楼的现代主义思想体现并不彻底。

4 包豪斯对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影响

如果说同济建筑可以被称为“一枚开启中国建筑现代

性的钥匙”[6]，文远楼则是钥匙齿形，是勾勒中国现代设计

方向的一次尝试。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中国，还是现在

的中国都并不具备当年西方现代建筑成长的时代背景与文

化环境，无论是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很大不

同。有人将包豪斯在中国的理解和传播过程被视为一种“自

觉误读”[7]。这种误读将包豪斯理念的内核包装成风格，结

合中国特色，传递至今。但是也有人认为，包豪斯在中国的

“误读”并不是负面的，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现象实

际上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正由于这样的误解，为包豪斯在

中国蓬勃发展提供了一份遗产，更容易被中国设计吸收和 

运用。

包豪斯设计理念，为大工业生产方式找到适应工业产

品设计的途径。但是“包豪斯”的目的不是要传播一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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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风格”，或者“教条”的教育模式，而是期待对设计

工作施加复苏的感染力，推动设计的变革和进步。对中国现

代建筑而言，包豪斯为中国的设计理念开启了一扇窗，以更

为现代的方式去慢慢了解现代建筑设计，了解现代艺术。

也有人对于包豪斯对中国现代主义设计的影响，发出

了反面的声音，并不能够认同其确立的与中国工业化生产相

适应的新美学观念。一方面，普遍设计者将包豪斯简单理解

为“功能主义”后，导致中国设计作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

另一方面，中国设计界在认同“艺术和工艺技术结合”理念

指导下，创作作品很难分出较大个性差别。此外，在对功能

主义的盲目夸大下，似乎为某些设计者的“懒惰”找了一个

“借口”，不再探究建筑作为艺术在审美上的可能性，导致

中国现代主义的建筑大部分都很难说是有美感的。如果作品

没有思想灵魂，无论套用什么“主义”，都将无法通过艺术

去影响社会。有一种对包豪斯的解读将建造定义为是一种技

术上的过程，而非审美的过程。但事实上，在成本和效能相

仿的前提下，尽量满足审美功能，也应是为人服务的目的之

一。只追求建筑舒适的生理感受，而放弃对美好事物向往的

精神感受，显然不是现代主义提倡的。另外，出现了现代主

义设计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效果不佳的情况。例如，中

国有很多城市的博物馆建筑，基本趋同为各种盒子状设计的

拼接，以“现代主义”之名，放弃了突破和创新，少有新意，

部分建筑呈现出“画上中国脸谱的西方建筑”现象。包豪斯

宣扬的国际普世设计观，在这种国际主义的影响下，一定程

度削弱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当然，对“包豪斯”的声讨还集

中于批评包豪斯的现代主义设计缺乏情感，设计出来的建筑

都是冷冰冰的，作为艺术，缺少灵感的迸发。

5 结语

对于包豪斯理念在建筑设计上的应用是否过时的争执，

在中国一直普遍存在。一方面，有人认为包豪斯作为现代建

筑设计的标杆，是不会过时的经典。但是，包豪斯诞生一百

多年之后，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随时可能彻底改变

人们的生活，文化产业也发生着巨大改变，这些改变使得设

计道路即将面对更多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百年前的包

豪斯无法解答的。另一方面，在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设计

者必须探究出包豪斯思潮对于建筑设计的指导，最值得传承

下去的、不会过时的宝贵特质是什么。曾经，包豪斯的发扬，

彻底改变了中世纪时代“为神设计”的观念，从而减去一切

多余的装饰，只为了人们的使用功能而设计。这个理念的思

想内核并不是排斥“美”或“装饰”，而重点是服务于人。

所以，在生产力或将被科技更大程度解放的未来，设计需要

秉承“功能为人，装饰为人”，不用拘泥于“立方体就是上帝”，

也不必排斥民族性与地域性，更不必排斥对审美的追求。为

了打破传统，包豪斯思潮下，设计者们冲破了重重观念的束

缚，大胆创作，在那个时代将大众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品变成

了耳目一新的艺术品。“以人为本，敢于创新”才是包豪斯

值得被永远颂扬的品质，也是不论在中国建筑设计领域，还

是其他设计领域可以作为从包豪斯思潮中受到的启发，作为

对设计理念的指导和准绳，永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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