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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营造与悄感之路

— 我在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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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简要回顾了作者近 +年的建筑实践道路
,

聚焦于实践中关注
“

营造
` ’

及
“

情

感
“

的因素
;

强调将激情贯彻于设计及营造的始终
.

并赋予建筑以生命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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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奥林匹克花 . (S h a n g h a { o {丫m p .e G a司 e n
)

上海奥林匹克花园位于上海市九亭 是一个以居住为主的大型综合

型小区
。

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砰
。

目前已 经开发完成近 30万耐 是

中体实业提出的 全民健身的健康居住小区
“

,

于 20。 }年获得国家

康居小区称号
。

奥林匹 克花园在整体规划上强调整体的层次性
.

利用由社区中心到

组团邻里单位的方式将整个社区 由大到小形成了向心性的秩序
。

在

满足人们日益增进交往需求的同时
.

扩大了交往面 同时也满足了

私密安全的家居环境 在交通和景观上强调完全的人车分流
.

最大

限度地满足居住者室外的活动需要

奥林匹克花园的单体设计以简洁的手法 创造光影下变化的形体体

t
.

在立面上强调比例和通透性
.

扩大室内外的文融
。

在空间的设

计上则强调空间的变化和流动性 利用退后和屋顶花园将绿化和景

观带到屋面上

奥林匹克花园为大城市郊区集群化居住健康社区的开发
.

探索了一

条独特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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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幼二际网球中心( 一nt em t a 旧a n 一丁s e n n.C e nt r e . nS h z e nh e n
)

深圳国际网球中心是利用一块非常独特和困难的地形去创造一个与

自然紧密结合的现代建筑群
。

在规划设计中为了达到与自然的充分结合
.

强调建筑从环境中自然

生长形态
.

我们选择了最难的一条道路去探索
。

强调建筑与自然地

貌的关系
。

当建筑与山地等高线正交时 许多的空间变化就孕育而

生了
.

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建筑空间与体t 效果
。

作为手法更强调人

工的技术与自然的山体相对比而存在
,

共同派托 构成了宏大的视

觉景观
。

成为都市环境中不可多得的城市景观
。

塑造了个性化的城

市印象
。

在施工中强调细节
.

力求将图纸的工作做到细致
,

并逐步

反映到施工的每一个局部中
.

使完成的建筑能够充分体现材料的技

术的美感
。

最终将完美的人工与自然的环境运用最直接的手法联系

成一个整体
。

在园林环境设计中
.

注重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
.

并在此基础之上扩

大景观的优势
.

将人们居住 游憩与设施紧密结合
.

形成从自然到

人工的有机过度 创造了别具特色的新人文景观

序

记得毕业时
.

曾以研究生的论文作为对自己建筑

观的总结
.

并立下志愿去探索人类情感与建造之间的

关系
。

但那时整个中国建筑界或多或少地让我感觉建

筑的成就是陷入各种理论的争论之中 而非研究如何

实现一个好的建筑
。

各个大城市的优秀建筑乏善可陈
,

更不用提如何打动人的心灵了
。

这与看到的书籍里各

类优秀的作品有着天壤之别
.

于是发誓走出国门去寻

找一条真正的建筑道路 这条道路决不是在校园里闭

门造车
.

纸上谈兵
。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敦煌博物

馆
,

那从地下伸展出来的青砖墙体深深地打动了我
.

让

我感受到东方文化与现代建筑的结合
。

这种感受是建

筑自身独特的展撼 也让我明白了给建筑材料赋予生

命的含义
。

带着这种激动
.

我加入了日建设计国际有

限公司 (闪Ikke n Se k ke . In t e m at lo n a l Lt d
.

)
。

出国之前
.

我有四点疑问是很明确的
。

第一 我

认为建筑不应该是文学创作
.

更不应是流派的争论
。

它

应该是建筑的实体语言对建筑生命的表述
。

但如何将

这种语言体现出来呢
,
第二

,

中国现代建筑的理论与

实际脱离得太远了
,

当一个人完全不懂材料时就如同

一个画家不懂颜料
,

谈什么创造呢 ? 第三 建筑工程

决非一个人所能包揽的全过程
。

建筑师只是这里的领

头羊
.

他应如何运用自身的经验领导一个团队从事这

个复杂的过程呢 7 第四
,

当所有人都在指责所谓国际

化标准的同时
t

往往我们并不了解其实质
.

它到底是

什么呢
。

宫造的学习

怀着这些疑问 我于 } 9 95 年底来到日建设计这个

对于我完全陌生的环境
。

既然要了解别人
.

就从绘图

员做起
。

第一年非常苦 但学到了很多东西
。

更为重

要的是看到了国外建筑师如何着手去做一个概念
。

他

们的出发点实际上很简单
.

了解了任务之后就开始做

其他研究 这种研究包括生态
.

空间
、

景观
、

功能等

多方面
,

最终确定建筑的体 t 和构思
。

他们并没有用

很多的理论作辅垫
.

也没有很多讨论 手由心生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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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幕俱乐娜会所 (T h
eC lu b. ns u z ho U

)

由于受用地的局限
.

该俱乐部会所以一个长方形的体 t占据了用地

的大部分
。

简单的体 t运用构成的手法开出大小不一的洞 突出阳

台 引入台阶
,

形成一个外表规整
.

但内部灵活变化室内外融会贯

通的建筑环境 使之一方面作为小的标志性建筑具备一个较完整的

形体
。

同时作为人们休闲活动的空间
,

包容着连续变化的空间和随

处可见的视觉景观通道
。

最后利用显目色彩使整个的形体更具特征

和标志
。

,一 0
.

派幼11蛇 n 海上世界 ( S e a

W o 日d i n s卜e n z h e n )

深圳海上世界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更新项目
。

强调在深圳这个缺乏历

史文脉特征的城市如何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历史遗存
。

在满足居民不

改变环境记忆的同时
.

再生一个全新的都市环境
.

创造满足大众城

市生活的城市空间
。

海上世界 船体是一条冲滩 20 多年的老邮轮
。

在城市逐步更新的

过程 中
.

越来越面临最终被解体的命运
。

本设计 目标就是尽可能在

保留现存位里船体的同时
.

充分利用已有的地理环境 将之更新再

利用
.

并触入到新的城市发展当中
。

通过改造船体被赋予新的生命
,

并与周边改造的商铺和步行街结合

到了一体
.

成为公众休闲
、

娱乐活动的场所
。

在这里船的风格作为

城市历史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
,

并被注入了新的生命
。

而新建的步

行广场以船体为背景 又具有独特的环境特征
,

二者相辅相成
.

共

同成就城市环境中的特殊风貌
。

同时又形成了别具特征的新城市印

象 使城市的历史与地理风貌以连续的印象构筑成城市的景观
。

单体设计中强调热带材料及色彩的运用
。

最大可能性地发掘环境的

包容性和特殊性
。

满足了参与者活动与观赏的要求
。

从不同角度营

造一个
“

人生的舞台
” 。

来这么一个东西
.

然后大家力图去实现它
。

他们很少

谈起现在的流派与别人的建筑 更多的是从现场出发

以最简单的思路去解决住居
、

交流
、

环境的问题
.

而

语言则是每个人自身的
。

他们也研究其他的大师
.

但

没有人去抄袭大师的语言
。

当概念设计被接受以后
,

深

化设计的工作就很仔细了
。

深化工作往往分几个部分

进行
。

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设计阶段
.

另一部分我们称

之为项 目管理
。

在设计阶段中
,

一个整体的工作被分

成几个部分
。

往往某个设计师承担其中一个部分
.

而

主任设计师全面控制
。

他一方面要领导所有设计师的

设计工作
,

对设计的成果负责
.

另一方面又要负责协

调其他各工种的工作
。

在国外
.

建筑师被称为主顾问

方 而其他各工种称之为从属顾问方
。

它包括结构
、

机

电
、

给排水
、

暖通
、

室内及环境设计
、

灯光设计等各

工种
。

所以主任建筑师的工作是很繁琐的
.

也是很细

致的
。

从中我看到了国外建筑师的许多优良专业精神
。

一个设计周期的时间往往很长
,

从事的工作也很多
。

他

要控制下属设计师的设计
;

从整体立面到每一个窗口

的细部及阳台栏杆的做法
.

到五金配件的安装等等
。

主

任建筑师也要经常去和供应商
、

材料商甚至是承包商

去谈
。

了解设计想法的可实施性
。

国外很少有所谓的

标准田可套用
,

而承包商
、

材料商的不同又造成各家

做法完全不一样
。

因此从我的理解来看
.

所谓国际化

标准实际是为建筑工作者提供了一套以生产力标准为

后盾的设计和管理模式
。

通过这套模式
,

建筑已被打

上了一个品质保证的基础
。

从这方面来说
.

管理起到

很大作用
。

一般项目管理的工作中由事务所的项目经

理承担 它也可由主任建筑师兼任
。

工作范围包括管

理合约 安排计划
,

与估价师一起控制造价
。

最终整

理一套施工做法及验收的说明
。

它是把控承包商及材

料商的基础 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入到各个承包

商的合同中
。

它往往由各工种分别完成
。

例如
:

建筑

完成建筑的 结构完成结构的 机电完成机电的等等
。

当这部说明最终完成后
,

它就已经如 同一本字典一样

厚
,

由估价师最终整理并提交给业主
。

经业主批准后
.

再由项目经理负责按此为基础进行招标和评标
。

当最

终承包商及材料供应商在上面签字后
.

这本厚厚的合

同就成为法律的依据
,

对建筑的各方面品质有了一个

全面控制
。

这也是目前国内极为缺乏的管理程序
。

营造的实践

! 9 9 8 年 我作为日建设计的高级建筑师被派回中

国进行新天地的设计工作
。

回国后
.

我发现国内的设

计师在主动精神及敬业精神与国外的设计师相比均存

在着不少差距
。

国内设计师很少有一种冲动去想方设

法建成一个好的建筑
,

同时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程序
。

而

国内的承包商由于国家整个机制仍停留在照图施工的

阶段
.

不具备二次设计的能力
.

所以也就不具备完普

设计师的意图并起到很好的辅助设计的作用
。

所以在

新天地的招标评标后
.

好的外装饰工程的分包商均是

有国外背景的公司
。

通过与他们接触
,

我又学到了很

多的东西
。

他们会诚恳地告诉你运用何种方式能够将

你所想的结果实现出来
。

这种二 次设计阶段的多次

交流及反复使他们的图纸最终很详细地反映了设计师

的意图和构造的合理性
,

而这种讨论与研究又更广泛

地扩大到相关的供应商之中
。

最终
.

从石材的切创工

艺到强度选择 从铝材拼装尺寸到五金件的安装
,

这

部分的内容涵盖了施工的方方面面
。

当所有的最终二

次设计图完成后
.

我已经知道房子最后会是什么样子

了
。

从这一个过程 承包商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

同时

也帮我做了很多的设计工作
。

我们一起将建筑的完美

程度提高了
。

这使我想起我的同事兼老师青沼克明的

一句话
: “

尽可能向承包商多学习
。 “

新天地完成时
,

很多人 只看到其表面的整旧如旧

和新旧结合
.

但这里面涉及到多少工种
,

多少人艰辛

的工作 可能是很少有人能够体会的
。

建筑决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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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闹市区中的一幢夜华别里
。

该别里以其独特的个性显示出主任

的审美情调和创新惫识
。

利用精英的细部强调各部分组成的质 t 和

逻辑关系
。

整个别里朴素
.

大方
.

与自然紧密结合
.

塑造了一个宁

静
`

安详又不夸张的建筑形象
.

在造材上选择优质的石材与朴素的涂料相互搭配
.

产生了以灰色调

为主的外部色彩
。

而钢 玻璃和木材的运用为大开敝面的形成创造

了契机
。

有利干室外环境的融入
,

同时增添的生活情趣
.

成为居住

者在环境中享受自然的良好场所
。

. 4
.

苏州断二万人组团

《T h e N e w n e 一g h b o 南o o d 他 r 2 000 陀 s .d e n t 旧 S u z h o u )

苏州新二万人组团是苏州工业园区二期开发中的一个邻里单位
。

在

规划设计中
.

我们试图运用中国传统的造城原理营造一个由六个街

坊引成的内向型的小镇
。

小镇内部道路呈简单的并字格路网
.

文通路线简单明确
.

一 目了

然
。

镇的中心集中了所有的公共建筑
.

包括邻里中心
、

学校与幼儿

园
。

沿中央干道两侧是分散的零售商业街 所有公共建筑包括场地

全部对公众和居住者开放 形成名符其实的镇中心

小镇的建筑是 以全现代的建筑为出发点
.

简洁的体块
、

线条和材料

突显建筑的美感
.

创造富于时代感的中国现代建筑
。

件轻松的工作
。

难怪梁思成先生从一开始就将清华的

建筑系改为营造系
。

建筑确实只有通过营造才能得以

实现
。

这里面渗透了很多的经验与很多人共同的努力
。

甘造的盆合

2 0 01 年初
.

我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

试图运用我在

外国公司的经验从事自己的执业道路
.

树立起自己的

品牌
,

走一条价值自我实现的本土之路
。

开始的过程

不是都能尽如人意的
。

国内地产商或甲方建筑师都只

是从他单一的某一项能力来评估设计师的能力
。

因为

业主自身能力的局限性
.

他们不能很好的预见到房屋

建成后的效果和需达到的目标
。

而且由于国内独特的

原因
.

他们往往直接控制从设计到施工并走向市场的

全部过程
。

所以作为重中之重
.

资金的控制成为地产

商的首要控制要素
。

在投标阶段 地产商或甲方只是

根据报价的高低来做出判断
。

他们没有审核承包商二

次设计的能力
,

也不能检验材料的好坏
。

例如
.

他们

往往在没有铝板厚度与强度关系的概念下
.

就根据报

价做出了选择 也不知道氟碳烤漆与粉末喷漆的区别
.

更没去过铝板加工厂看过深加工的整个工艺
。

所以
.

价

格的因素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

最终造成 目前国内

的承包商及供应商争相压价
,

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

对

于设计师而言
.

由于国内教育体制和工作分工的要求
.

业主聘用的建筑师也往往没有这些经验或认为这些并

不是设计的范围
.

于是营造过程中这一很重要的环节

就被忽略了
。

当好的想法和设计没有建立在稳妥和扎

实的营造过程中
.

一切均流于平淡与粗糙
,

也造成了

目前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国内建筑师还是境外建筑师作

品的原因
。

随粉一些作品的建成和工作的努力
.

我们逐步得

到业主的信任与支持
。

经过一些案例 经过我们的双

手和认真负资的工作
.

当作品最终展示到业主眼前时
.

业主信服了
。

他们逐步接受了建筑设计的复杂性和多

方面性 也愿意从不同阶段
,

不同角度征求我们的意

见
,

并在一定程度上听取我们的建议
。

例如深圳的海

上世界和重庆锦绣山庄的别墅
。

在一开始
,

业主只是

从方案的效果图出发
.

偏重于选择一个好看的设计
。

但

在过程中
.

随着业主与我们共同在工程的进展中逐步

深入
.

他们也理解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和营造的手段
。

因此在招标过程中
.

不再简单以最低价格作为招标的

唯一依据
。

最后的中标单位都是价格
、

施工
、

质 t 三

方面均衡的单位
,

所以最终的成果也在某种程度上达

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

我的师友青沼克明曾对我启发很大
。

他说
: “

做方

案时画的每一根线
,

你应该知道它的做法
.

如果你不

知道就想方设法地去搞清楚
,

否则不要画
。 “

后来我在

设计中很注意这一点 哪怕在过程的安排中也尽 t 利

用节点详图的设计去把控最终的效果
。

详图的t 是很

多的
,

决非标准图所能代替的
。

国内目前的标准图大

多是从构造方面出发来研究建筑的合理性
。

而设计师

的详图更多地是要表达你的思想和风格
.

所以叫做设

计细部
。

这两者不是一 回事
。

我认为设计详图更多地

是通过营造从局部到整体去反映设计的理念
。

目前国

内的开发商已经越来越看重这一点
。

那么
.

作为一名

建筑工作者就更应该把这部分的重要性放在心上
。

最后我想回头谈谈建筑创作与人们情感的关系
.

这也是建筑营造要达到的效果
.

也应该是我们所追求

的目标
。

记得读书的时候
,

曾听到日本著名建筑师祯文彦

说过
: “

建筑的创作更多的是意境的营造
。 “

中国人本

来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民族
。

人们对自然和人性的追

求更 多地通过对意境和场景的描述
。

从李白的诗到中

国古代都市的营造 都本着形而 上的原则去创造超出

形式本身的含义
。

古人说
“

海上生明月
.

天涯共此时
。 “

诗意通过场景的揭示表达出来的情感
,

就是所谓的意

境
。

建筑实际上也是通过对环境的塑造来表达情感
。

但

今天的商业社会 如果人们只是选择石材表达高贵
.

通

过台阶表示显赫
,

或最终用一些柱式表达文脉
。

那么

我们的语言显得多么贫乏啊 ! 所以对设计师而言
.

从

一本大师专籍孜孜不倦的抄袭
.

并非创作设计的源泉

而当形由心生的时候 再一般的语言也能表达情感的

因素
。

记得新天地刚开始的时候
.

与本
·

伍得 ( B e n

w
。 。 d) 先生走在尚未开始拆迁的居民区中 他动情地

对我说
: “

我将来在这里要听到歌女唱歌的声音
。 ’ `

这

是一种从
“

马路天使
“

到
“

乌鸦与麻雀
“

再到
“

天 涯

歌女
“

的观后感觉之上的真情的描述
。

怀着真正的感

情来改造这块土地
。

这种来源于生活的设计是真正可

靠且感人的
.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样
。

也许所有的建筑师都研究过
“

柯布西耶
` ’ t

每个人

对他都有不同的理解
。

但在我看来
.

他所主张的就是

创造情感的形态和空间
。

我认为建筑没有过多玄妙的

东西
.

所有的城市规划
、

社会心理学
、

行为
、

符号
、

标

识均是从次要的角度去解释建筑
。

而建筑的本意就是

情感的形态和空间
.

通过一系列连续的图像去打动人

的心灵深处
。

自我们的事务所成立以来
,

就一直试图

走这条道路 运用在实践中的所学来走一条追求建筑

本意的营造之路
。

从奥林匹克花园的集群化社区到苏

州湖边的一个小会所
.

从一个私人别壁到山地的俱乐

部
。

我想这也就是亚历山大所说的建筑的永恒之路
,

也

是舒尔茨所谈论的场所精神
。

其最终回答了路易康所

问的— 砖想成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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