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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穆扎鲁尔·伊斯兰姆对南亚地区现代建筑发展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有密切联系。通过对孟加拉国建筑

师伊斯兰姆所处背景、作品及思想的研究，分析了建筑师设计历程以及背后现代性与地域性的理论支持，探讨了建筑

师怎样通过作品回应民族历史使命，以及逐步引申出其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回归”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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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sm architectural thought in South 
Asi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uzharul Islam.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background, works and thoughts of Ban-
gladeshi architect Isla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ign phase and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of modernity and re-
gionalism behind it, discusses how the architect responds to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nation through his works, 
and gradually extends the  intention of “return home”behind his modernism architectur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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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次大陆，有这样一位本土建筑师，

不遗余力将现代建筑引入孟加拉国，影响了该

民族更迭时期建筑活动思潮，启蒙了该区域的

现代建筑教育，他就是孟加拉人称为“国家现

代建筑之父”的穆扎鲁尔·伊斯兰姆（Muzharul 

Islam，1923—2012，图 1）。伊斯兰姆不仅是

孟加拉国现代主义与地域主义建筑的先驱，也

是一位将建筑视为社会转型有效媒介的激进设

计师，他的作品展示了建筑如何深深地嵌入后

分裂（post-partition）政治 [1]。他对社会变革的

承诺和在建筑实践中的道德规范在其作品中可

见一斑 [2]。本文是对伊斯兰姆建筑职业生涯的

一次回顾，着重阐述了在孟加拉国特殊文化与

政治背景下其民族性与现代性交织的建筑观与

建筑实践。

一、启蒙与复兴——民族意识的觉醒

20世纪中叶，印度次大陆出现的社会动乱、

人口动荡和地缘政治转化，最终塑造了孟加拉 

国 [3]。这一时期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印度、巴基

图1：穆扎鲁尔·伊斯兰姆（Muzharul L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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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孟加拉国获得独立的同时，也出现

了分治——不仅是政治分治，更是统一

文明的解体。与此同时，孟加拉三角洲

人民有一种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社会彻

底变革的信念 [4]。孟加拉社会几乎所有

方面，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学领域的运动，

都受到了孟加拉文化的身份认同和从全

球知识库中提取内容的双重影响，并形

成了一种在殖民主义创伤下对传统的抵

抗，一种在探索新途径背景下对跨文化

技术和准则的接受与批判的复杂局面。

在建筑设计领域，孟加拉历史建筑脉络

的断线，千篇一律国际风格的浸透，以

及执业建筑师制度与建筑教育的忽视等

多种因素影响下，城市与建筑正以一种

无序的方式发生。

1940—1946 年，伊斯兰姆在加尔各

答什布浦工程学院（Shibpur Engineering 

College in Kolkata）土木工程专业完成了

本科阶段的学习，期间通过参与政治和文

化活动，接触到了两种思潮——马克思主

义与 19世纪印度文艺复兴运动中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式的精英主义和人

文主义的文化愿景，其建筑思想启蒙也在

两者之间的平衡中产生。之后伊斯兰姆于

1952 年获得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学士学

位，1957 年获得英国建筑联盟（AA）学

院热带建筑研究生证书，1961年在保罗·鲁

道夫（Paul Rudolph）的指导下获得了耶鲁

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 [5]。回国后，政治动

荡和社会无政府状态深深地激发了他的乌

托邦思想。由此，他产生了用建筑作为工

具来凝聚社会阶层的想法，并把路易斯·康

图2：由伊斯兰姆受邀到孟加拉的建筑师关系与当地实践

（Louis Kahn）、斯坦利·蒂格曼（Stanley 

Tigerman）、保罗·鲁道夫、罗伯特·布希

（Robert Boughey）以及康斯坦丁·道萨迪

亚斯（Konstantinos Doxiadis）等建筑师介

绍到孟加拉工作 [6]，以致力于建立一种针

对当地社会、文化、气候和经济环境的现

代主义建筑语言（图 2）。

从孟加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现代建

筑——达卡艺术学院——开始，伊斯兰姆

持续在本土设计了 20 余栋建筑，开拓了

孟加拉国新生建筑文化，开展了一场反对

政府官僚作风、政治统治工程师和学术贫

乏的斗争。此外，为了在当地宣扬国际意

识，伊斯兰姆邀请路易斯·康、保罗·鲁

道夫和蒂格曼在孟加拉成立了“美国三人

组”（American ‘trio’）[7]。在二战后盛行

的国际现代主义氛围中，这些建筑师的作

品探讨了现代建筑在地域条件下的可塑性

特征，例如路易斯·康的国会大厦中适应

气候的双层墙、雕塑感的体块以及古典中

心集中式的平面体现出的纪念性布局；康

的达卡国家医院利用双层砖拱廊来调节气

候、塑造光影与制造深度；保罗·鲁道夫

在孟加拉迈门辛（Mymensingih）设计的孟

加拉农业大学中混凝土材料和流动空间的

解决方案，既适宜特定气候条件下利用现

有材料与技术开发的地域性建筑，又体现

了热带强烈日照下对建筑空间的抽象雕塑

化渲染 [8]。蒂格曼与伊斯兰姆合作设计的

五所理工学院中，虽然各个建筑具有相似

的空间结构单元与组织形式，但狭长进深

的房间、局部架空的露台、错落布置的体

块都体现了建筑对具体场地与热带环境的

呼应（图 3）。

图3：五所理工学院部分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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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阶段：范式的形成

1955—1964 年是伊斯兰姆现代主义

建筑开始形成的第一阶段，其中包括在

达卡设计的公共图书馆（现为达卡大学

图书馆，图 4）、艺术学院（图 5）、国

家公共管理研究所（图 6），以及处于第

二时间段但可归于第一类型阶段的自宅 

（图 7）。在这些实验性作品中，可以明确

看出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与鲁道夫的

影响 [9]，主要体现在空间组织（从外到内，

从世俗到神圣层面的空间营造态度）、建

筑与环境关系、空间构成秩序（平衡、网

格、分层、轴线）、空间基本规律（体量、

流线、功能、空间界定）以及建构逻辑等

方面，作品中的主要元素和思想也来源于

当时西方盛行的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然而，

在建筑对气候控制的创新以及面对环境的

方式上，明显呈现出一种自我参照的姿态。

例如艺术学院设计中即使参考了一些柯布

式设计语汇，如底层架空、遮阳板和坡道

等，但其本质上仍然考虑了场地的气候与

环境 [10]。

1964—1970 年达卡发生了巨变，期

间伊斯兰姆将康、鲁道夫与蒂格曼介绍到

达卡，其作品也转为过渡阶段。由此南亚

的国际氛围促使伊斯兰姆的建筑设计更

加国际化；同时，他试图将自己的表达

图7：自宅（右）

图6：国家公共管理研究所（左下）

图4：达卡大学图书馆（左上）

图5：艺术学院平面（中）

方式与之联系起来，对材料、结构以及

平面、几何、体量、形状和体块等建筑

元素的形式表达与个人语汇进行精细研

究。此间，伊斯兰姆接受了几个大型项目

委托，包括与蒂格曼在孟加拉不同地区合

作的五所理工学院（图 3），以及独自主

持完成的两所大学项目——吉大港大学

（Chittagong University）与贾汉吉尔纳加尔

大学（Jahangirnagar University，图 8）。其

中鲁道夫的新粗野主义对伊斯兰姆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其作品更多地使用裸露的砖

块和混凝土制品 [11]。此外，在这些项目中，

可以看出伊斯兰姆对城市化关注以及对几

何与秩序的偏爱 [12]。这一时期，伊斯兰姆

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大体量形态似乎与他早

期阶段的特征不符，建筑往往通过纪念性

的大体量布局来适应气候、呼应地域，而

现代主义又贯穿于他对国际风格和地域研

究的不断探索之中（图 9）。

1971年之后，是伊斯兰姆职业生涯中

最不被认可的后期阶段。期间他的项目多

次未能完成或未被接纳，在达卡部分建成

的作品有乔伊普哈特（Joypurhat）水泥和

石灰石工厂职工住房（图 10）以及国家图

书馆和档案馆（图11）。在职工住房项目中，

他再次选择了几何形态作为对贾汉吉尔纳

加尔大学的回应，体现了他对砖饰面和适

应当地气候布局的持续兴趣。在第二个项

目中，他遇到了康的国会大厦，并试图将

康原始几何形状的“广场”与之相联系。

这个项目也许验证了伊斯兰姆对建筑“场

所”条件的决定性陈述——处理语境和 

矛盾 [13]。

伊斯兰姆的作品清晰地反映了现代建

筑的基本几何规律以及某些范式之间的共

同点。在他职业生涯的作品中，时而成

为“改革现代主义者”（与早期阶段相关），

时而注重“后现代主义语境”（与过渡和

后期阶段有关），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表达

领域，将现代主义设计原则与理念带到了

孟加拉，并融入了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思考

（表 1）。

三、根源与关联：现代主义灵感 

伊斯兰姆建筑风格的形成，是现代主

义在世界建筑整体格局中占据主导之后，

其在俄勒冈州接受了包豪斯理念关于基本

设计、气候和技术研究以及工作室项目的

严格培训。在耶鲁大学保罗·鲁道夫的指

导下，他运用了元素、比例、秩序、几何

等理性主义原则进行了大量的设计练习 [14]

（图 12）。其设计的吉大港大学甚至与同一

时期保罗·鲁道夫设计的孟加拉农业大学

在总平面规划中形成的隐性三角网络，以

及部分教学楼中三角形与梯形空间结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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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总平面

图9：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教学楼部分平、立面，可以看出体块组织简
练且立面简洁，建筑布局通过倾斜45°角并结合内凹院落进行遮阳

图10：乔伊普哈特水泥和石灰石工厂职工住房总平面

元呈现出相似性（图 13）。此外，他的建

筑实践吸取了柯布和康的抽象经验，其中

场地处理、旧材料现代应用、空间的纪念

性等方面都表达了其对传统社会现代化的

愿望。现代主义建筑思想实际上为他提供

了一套民主价值观和方法论，例如既定的

形式化和抽象化规则。

伊斯兰姆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反映了

对柯布西耶式词汇的迷恋，如细长底层架

空柱廊和曲线墙支撑的楼板，以及探索艺

术学院、公共图书馆、道路研究所与实验

室、国家公共管理研究所、科学与工业研

究实验室委员会等结构系统内形成自由规

划的可能性。现代建筑表现形式经过过滤，

与当地的微环境相协调。石灰石采矿和水

泥厂职工住房与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设计

表明，伊斯兰姆越来越熟悉同时期路易

斯·康的作品，其逐渐接触到一种处理旧

材料的新方法，因此砖和混凝土被重新定

义为能够表达“建筑工人天生工艺技能的

人造建筑材料”[15]。在后者的设计过程中，

由于康在国会大厦项目期间留在达卡，伊

斯兰姆与康的合作加深了彼此友谊，影响

了他职业生涯后期的建筑价值观 [16]。

在伊斯兰姆规划的两所大学中，先验

几何（priori geometry）随着一系列三角形

生长和改变方向，证明了他将康的基本“类

型形式”扩展为更加连贯的个人风格。纪

念性是康和柯布西耶作品中一个重要的关

注点，伊斯兰姆作品中表达的纪念性并非

简单形式主义，而是满足“庄重主题和情

绪”的更广泛意义 [17]。柯布西耶在昌迪

加尔中通过将现代建筑五原则与古典建筑

	 伊斯兰姆职业生涯中三个阶段项目及特征	 表 1

项目 开始时间（年） 特征

第一阶段

（引入国际

现代主义）

达卡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Fine Arts） 1953 柯布式设计语汇，自由空间，适应气候与场地

达卡大学图书馆（Dhaka University Library） 1953
开放式廊道与蜂窝式房间结合，局部适应气候

科学与工业研究实验室委员会（Bangladesh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1964

自宅（Own Residence） 1969 内部空间的自由与层次

国家公共管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64 裸露混凝土，强调建构，关注气候与空间的内

外过渡道路研究所和实验室（Road Research Institute and Laboratories） 1964

过渡阶段

（介于国

际风格与

地域性的

探索）

五所理工学院（Five Polytechnic Institutes） 1966
适应气候的总平布局，强调几何与秩序，纪念

性的体量，裸露的砖砌材料
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 1965

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Jahangirnagar University） 1967

孟加拉农业发展公司（Bangladesh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69 立面遮阳设计，裸露混凝土，简洁几何平面，

投射到室内的结构元素，结构规则的表达吉班比马办公楼（Jiban Bima Bhaban） 1970

后期阶段

（注重“语

境”，走

向民族性）

乔伊普哈特水泥和石灰石工厂职工住房（Joypurhat  Limestone Mining and Cement Works Housing） 1974 体现纪念性、公平性、几何感，从布局到细部

设计体现适应性的“语境”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nd Library） 1976

世界银行办公楼（World Bank Offices） 1984 传统符号的融入，空间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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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

图12：形式确定图，是伊斯兰姆和蒂格曼对类型学和构造学、生态学、气候和材料进行详细研究的一部分。该研
究在1968年9月出版的《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中被描述为“对建筑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图13：同时期吉大港大学与孟加拉农业大学部分总平
面与建筑平面对比，可以看出规划结构与建筑平面的

相似性

吉大港大学

吉大港大学礼堂

孟加拉农业大学

孟加拉农业大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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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规律，如秩序、门廊等相结合，呈

现出一种纪念性的成就。另外，康从给予

建筑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传达永恒的愿望出

发，表达纪念性。而伊斯兰姆在处理纪念

性表达的同时，很善于把现代建筑手段与

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中间和后期阶段所有

的砖材项目都展现了清晰的发展脉络，体

现在不断发展的纪念性体块、砖砌面板的

符号性及其与建筑融合的深槽开口中，表

现出建筑的朴素和对“土著起源”的尊重

（图 14）。这表明他开始思考如何融合传统

与现代，模拟具有“语境”和抽象本质的

建筑，并称之为“纪念性”。

伊斯兰姆继承与发展了柯布西耶与康

的现代主义语汇，摒弃了孟加拉当时存留

的莫卧儿王朝、殖民主义和其他传统建筑

模式，以便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自

然环境下发展一种适当的现代建筑形式。

然而，为什么孟加拉的伊斯兰姆不能像

印度的多西（Balkrishna Doshi）或柯里亚

（Charles Correa）那样被视为“概念的先驱”

呢？可能在这个特殊的地域和时代，伊斯

兰姆更关注建筑实体的呈现，而非理论和

意识形态的集合 [18]。与南亚同时期的其他

建筑师不同，其作品缺乏装饰，主题更加

强调材料的真实性和纯粹的几何与比例，

描绘了对体块形式的方向性和纯洁性的深

思熟虑 [19]。

四、批判与地域：一种适应性的“语境”

“一个地方的建筑取决于它的地理、

气候和它自己文化的表现。温暖湿润的季

风气候和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方法，是我组

织建筑思想的首要问题。阳光和雨水、阴

影和通风等都是工作重点。在提出解决方

案时，我的意图不是直接参考传统，而是

让现代主义的逻辑以自己的方式工作。” [20]

——穆扎鲁尔·伊斯兰姆

在任何关于孟加拉现代主义运动的讨

论中，达卡艺术学院不可避免。换言之，

艺术学院是对密斯（Mies Van der Rohe）

和柯布开发的现代建筑通用词汇的地域性

使用，是面向国家现代化与地域化建筑的

表达。伊斯兰姆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独立性，

是因为其对自己的“根”及其隐含的“秩序”

是开放和感性的。他相信要对本土文化的

特殊性作出反应，理解它的“真正精神”，

不是在基本规律中，而是在“本质”中 [21]。

因此，伊斯兰姆考察了孟加拉传统建筑和

历史的内在原则，试图采用这些原则为现

代愿望服务，并反映在处理气候、自然与

人文环境上。

艺术学院的规划体现了建筑与周围自

然景观的良好结合。孟加拉国的湿热气候

适宜低层、有大量自然通风和光线的建筑，

这一点体现在建筑物的方位与各个立面的

开口和穿孔构造中。室外和室内的隔阂通

过使用穿孔砖屏障而缩小，既保证了与室

外自然的联系，又保持了室内的私密性。

建筑对气候的敏感反应不仅仅是抵抗气

候，而是提供了一处场所，与大自然中的

空气、光和水交织在一起，让人们感知不

同细微差别气候产生的魅力 [22]。建筑占地

面积大却体积小，与孟加拉的“绿色”环

境有着神奇共鸣的裸露烧结砖，场地上的

自然花园，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个理想的

校园氛围，暗示了一处唤起大地建筑诗学

的空间环境 [23]（图 5，图 15）。伊斯兰姆

从来没有将建筑定义为纯粹的现代性，而

是一种与在地性的关系。其视野总是围绕

着建筑的现代性，一方面与整个世界联系

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与自己的文化、环境

和社会相关联。

在吉大港大学中，建筑散布在山谷里

或山脚下，背靠山体。体量以交错的顺序

重复，以呼应山脉和场地的轮廓。当进入

建筑物时，会与身后不断上升的山坡进行

对话。这座建筑和山坡之间的神奇空间是

由两者之间的近距离创造的 [24]。每层楼的

一边是开阔露台，另一边是群山，其中私

密的室内空间总是通过它们之间的次级空

间与室外景观联系在一起。半封闭空间不

仅连接室内外，也是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

中遮阳防雨的理想方案（图 16）。在贾汉

图14：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砖砌细节 图15：艺术学院

图16：吉大港大学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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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纳加尔大学纯粹的柏拉图形式中，伊

斯兰姆用两个相似的三角形操纵形体，形

成大尺度的内院，并使之在四个立面之间

产生相似感。根据太阳的位置来确定建筑

物的方位，以便形成四周都有开口，但没

有阳光直接进入室内的形式。倾斜的方形

平面既可以利用建筑体量来创造围合空

间，又使每栋建筑具有等同的阳光和通 

风 [25]。现有的湖泊和水体纳入建筑群内，

以烘托宁静的环境，地形和场地的自然特

征与几何和自由的形式完美融合在一起

（图 8，图 9，图 17）。

乔伊普哈特职工住房位于帕哈尔普尔

（Paharpur）佛教寺院遗址几公里之内。没

有装饰的现代建筑如何与一座千年古刹保

持和谐？建筑的巨大体量限定了裸露的土

地，同时南北方向的大开口确保适当通风。

整个广场平面旋转 45°，以防止东西面

获得过多日晒 [26]。裸露的砖墙、砖石雕刻

般的空隙、水平倾斜几何布局等形成了一

种更贴近大地的氛围（图 18）。在国会大

厦附近的国家图书馆空间结构中，强烈的

几何形态和材料深受康风格影响，理想化

形式的变形本身成为建筑的生成概念。从

空间结构的紧凑方形核心开始，其裂缝、

切口和缺口向外围延伸，以协调气候、地

点和项目的相互矛盾与需求 [27]（图 11， 

图 19）。

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当全球国际

风格开始瓦解时，伊斯兰姆正全神贯注于

提高其在应对气候、本土材料和建筑技术

等问题上的语汇。基于对当地材料、工艺、

场地和亚热带阳光的持续尊重，他深入研

究几何学的处理，强调设计在“时间”“地

点”和“条件”（气候与技术等）等更大

范围内的思考，并最终通过重新创造现实

来实现“语境”[28]，这解释了在乔伊普哈

特职工住房、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校园、

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中其使用的“45°倾

斜几何”的基本部分，其中气候与地形的

基本含义被表达出来，并试图通过普遍化

抽象概念来包含终极美学可能性（图 8、

图 10、图 11）。另外，材料的内在价值，

如康所表达的，具有尊重泛文化的目的，

国家图书馆、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五所

理工学院和乔伊普哈特水泥和石灰石工厂

职工住房体现了同样的灵感，其中砖块通

过构造和触觉特性发挥了最大潜力。

肯 尼 斯· 弗 兰 姆 普 敦（Kenneth 

Frampton）提出的“批判地域主义”具有

六个特征：地域主义边缘化；突出场所与

形式的关联；提倡建构要素（材料与具

体构造）；强调特定场址要素（地形地貌、

光线、气候、文脉等）；提高视觉与触觉；

强调文化抽象后的地方与乡土要素 [29]。而

伊斯兰姆的地域性尝试恰好符合了“批判

地域主义”从地域气候条件、基地特征、

地方性构造中提取设计的原则。例如公共

图书馆的东西两侧以及科学与工业研究实

验室委员会中针对气候的局部适应性设计

使用的“哥哩”（透空石屏风）（图 20），

艺术学院在场地上建造的领域感、用雕刻

的曲线楼梯所强调的建筑的触觉与构造、

砖材的转化利用（图 14），以及简练凝重

的 45°建筑平面中呈现的本土又世界的当

代建筑文化等，都体现了非直接地取自某

一特定地点的特征要素来缓和全球性文明

冲击的“批判地域主义”的基本战略 [30]。

五、民族与公平：建筑作为社会工具

“建筑的实用方面是可以测量的，例

如实用需求、气候判断、场地的优势和局

限性等，但是人文方面是不可测量的。对

自己土地的热爱是创造力的永恒源泉，而

创造力又反过来造就了一个合格的建筑

师。” [31]

——穆扎鲁尔·伊斯兰姆

胡 马 云· 卡 比 尔（Humayun Kabir）

1946年在其文章《我们的遗产》中指出，“在

印度艺术的所有现代表现形式中，唯一缺

失的形式是建筑”[32]。建筑活动被简化为

对盒子的日常操作，与空间、经验或象征

维度的探索相去甚远。1953年，在孟加拉

多元文化激涌和建筑文化滞后的不平衡状

图17：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建筑与环境的融合 图18：乔伊普哈特水泥和石灰石工
厂职工住房部分总平面与立面图

图19：国家图书馆中的斜角开口 图20：公共图书馆的透空石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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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伊斯兰姆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并

坚信建筑可以成为改善社会的重要工具。

伊斯兰姆在设计吉大港大学校园的校

长楼和员工宿舍时，使用相同的材料、地

板饰面、栏杆、砖块、烤架、木框架等，

以体现空间公平。伊斯兰姆不得不面对权

威的强烈反对，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带进了建筑，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认

为，建筑中的现代主义不应局限于原本学

科，还必须净化社会，且当建筑与周围环

境和土壤结合时才成为建筑 [33]。

贾汉格尔纳加大学和乔伊普哈特职工

住房规划都反映了伊斯兰姆努力提出的一

个替代形式，以摆脱传统的城市和乡村形

态。马克思主义者将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

的差异解读为社会差异之后，已经形成了

一种另类城市——集体化，但又能享受阳

光和空气。伊斯兰姆认为，两者之间的区

别反映了不应长期存在的社会差距，并且

传统的气候环境适应性措施应与新科技结

合起来 [34]。尽管两处规划通过形成围合的

公共空间、连续立面和街道，融入了一定

的集体感和城市秩序 [35]，但也回应了居住

在湿热三角洲的本质：建筑按几何平面排

列，成为“光、绿色和空气”的容器（图 8、

图 10）。

伊斯兰姆一直致力于寻找 20 世纪抽

象设计原则的根源和相关性。对其来说，

现代启示的相关性并没有改变，但更重

要的是，如何表达一个国家的“民族精

神”。材料和“气候应对”是文化认同的

关键元素，然而，伊斯兰姆对建筑呼应场

所的最重要的思考可以理解为他对超越现

代主义可能性的追求，这是一种民主的建

筑形式，以支持社会的最终愿望 [36]。他

在后期项目中的所有建筑，无论是官员住

宅还是员工公寓，都一致地运用类似的基

本法则、秩序、材料和关系来对待。这是

他回应“民族性”的独特方式之一，探究

了路易斯·康对社会愿景态度的潜在灵

感 [37]。康作品中的精神超越了单纯的功

能，进入了抽象的建筑领域，对时间与地

点的“精神”洞察使建筑获得了永恒的美

学价值 [38]，这促使伊斯兰姆采取理想主义

的立场来重新定义他的建筑词汇，追求建

筑的城市秩序。“民族性”成为他新定义

的起源，这也许是其职业生涯中最成熟的 

阶段。

六、回归与离去：“独立”的孟加拉

“我所寻求的是站稳脚跟，然后继续

前进。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我必须后退两

步才能前进一步，没有问题。我认为没有

其他前进的方法。” [39]

——穆扎鲁尔·伊斯兰姆

“我们如何进入 21 世纪”，伊斯兰姆

常常问道。这形成了更具体的思考：关于

国家的理念、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本质，以

及它的空间表现形式。孟加拉的现代性思

想，以及所延伸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

19 世纪孟加拉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变革来

理解这场运动，这是孟加拉现代社会的基

础，是对殖民主义带来的创伤和传统暴政

的反抗，也是反抗和接受的复杂交织。接

受的条件也有更为复杂的两个方面：它包

括从全球知识库中接受任何能够保证社会

和知识解放的东西，以及一次向内的旅程，

有意识地“考古”挖掘自身蕴涵的文化阶

层 [40]。然而，自我意识是一把双刃剑，是

一个自我发现和远离熟悉事物的时刻。从

本质上讲，正是这种悖论造就了“回归”

的理念 [41]。

对伊斯兰姆来说，现代性既是一种回

归，也是一种离去。这是一种直接脱离殖

民时代的历史，从排他性的宗教意识形态、

创伤性的遗产、宣传的象征性和矫饰的图

像学中回归到本质主义的状态。现代主义

建筑似乎是一种达到本质主义状态的令人

信服的方式。这种克服并不是要更进一步，

而是要走向一种既包含过去又包含现在的

本体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理解为“回归”

的隐喻 [42]。

伊斯兰姆以其远离传统的建筑寻求两

个独特的目标——现代性与地域性。首

先，从艺术学院开始，伊斯兰姆将现代建

筑美学原则引入了孟加拉国。对许多人来

说，它标志着与当时流行的民用建筑语言

的彻底决裂。这些建筑要么是莫卧儿王朝

和英国殖民传统的混合建筑，即印度撒拉

逊（Indo-Saracenic）风格，要么是由省政

府的交通、建筑和灌溉部门交付的带有走

廊和房间的“方盒子”。其次，伊斯兰姆

作品中的现代简约特征拒绝所有对莫卧儿

和印度撒拉逊建筑的装饰性参考，是对政

治化伊斯兰教的有意识的批判。伊斯兰姆

通过一种现代主义的视觉表达来抽象他的

设计，试图将工具化宗教的政治关联从建

筑中清除出去 [43]。最后，伊斯兰姆在现代

主义基础上寻求“地域性”。“地域性”是

回归的轨迹，是气候、文化与民族自强不

可分割的交织，也就是说，“被特定的阳

光、风、空气和水所浸润”[44]。伊斯兰姆

的立场是对话性的，基于“时间与地点”，

在文化特殊性和“世界如我的村庄”的人

文主义思想的联系中运作，这也是他接近

泰戈尔精神和文艺复兴运动中心宗旨的 

原因。[45]

七、结语

南亚建筑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出现

了多元模式与特征：合作实践模式（国际

风格建筑）；地域主义方法；建筑师作为

工匠的观念（建筑师与工人共同参与实践

程序）；复兴古代为基础的建筑创作。在

20世纪 70年代，南亚建筑师，如印度的

A·坎文德（Achyut Kanvinde）、B·多西、

C·柯里亚，斯里兰卡的 G·巴瓦（Geoffrey 

Bawa）等，同时解决地方发展与保持传统

文化与社会价值才是首要思考的问题。而

到了 1980 年代，地区特征的问题变得关

键起来，地域主义建筑语汇出现了，成为

南亚的焦点。伊斯兰姆的作品虽然是南亚

各个国家地域化建筑的缩影，但其实践不

仅是孟加拉国与南亚，更是全球范围内弗

兰姆普敦总结的“批判地域主义”的先导。

地域主义不是反对现代主义，而是批判僵

化了的国际风格。现代主义正是具有对材

料特性的尊重、功能的理性评判以及实体

与环境的融合等特征，才被伊斯兰姆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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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伊斯兰姆完全告别了先前的殖民主义

与地方传统的形式，将现代主义与当地气

候等周边环境相结合，对之后的孟加拉乃

至南亚的当代建筑思潮产生深远影响 [46]。

在穆扎鲁尔·伊斯兰姆的现代与地域

主义道路上，继承与发展了柯布西耶、保

罗·鲁道夫与路易斯·康的思想与技术。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柯布西耶与鲁道夫，寻求将现代建筑引入

孟加拉当地环境的方式，体现在其作品的

骨架结构、气候控制、空间构成以及雕塑

感塑造等方面。在伊斯兰姆后期阶段，康

的国会大厦的成功让其重新思考建筑与场

地、气候、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的

社会与民族意义。康作品的几何简洁性、

轴线重要性、材料真实性、焦点的内涵、

实体的力量被伊斯兰姆所继承，并移情到

民族语境中，不断探索一种民族与人文的

建筑方法。然而，伊斯兰姆不止受柯布西

耶与路易斯·康的影响，更受南亚大环境

下的社会与建筑发展趋势的推动，在各个

阶段有着与南亚社会背景相一致的建筑

思考。

总之，伊斯兰姆并没有提供进入他的

世界的捷径，它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

了现代主义的语言，但与现代性的关系更

为复杂。首先，其将现代主义带入孟加拉

国，形成了可参照的建筑范式；其次，其

对现代建筑进行了地域性转化，摆脱了一

种纯现代的国际风格，更多与当地生态气

候与人文环境融合，体现出“批判地域主

义”特征；再次，他在后期作品中融入了

社会公平性的考虑，并期望建筑可以作为

改善社会环境的工具；最后，他利用用现

代性来批判殖民主义，摒弃了孟加拉文人

在“传统、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三角

张力下的争执 [47]，通过反思自己固有的孟

加拉情感，并尝试来适应建筑过程，成为

一个“现代孟加拉”，达到了一种“回归”

本土的状态。目前我国对南亚现代建筑研

究有限，通过对伊斯兰姆建筑思想与作品

的追溯，可以了解孟加拉国现代性与地域

性的关联成因，丰富南亚建筑景观中所固

有的多元主义特征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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