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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回归人文关怀 ! 陈琳

那些关怀系建筑设计
链接

! ! ! !被媒体冠以“贫民建筑师”称号的阿拉维
纳今年 !月刚斩获了普利兹克建筑奖，他和他
的事务所“"#$%$&'(#”长期致力于低成本保障
房设计。将一以贯之的建筑理念植入到此次
双年展的策划中，阿拉维纳选定的主题“来自
前线的报告”)*$+,-'.&/ 0-,% '1$ 2-,&'3，以单
刀直入的方式号召各国、各地区建筑师集思广
益，对建筑设计的现状进行反思。

建筑界“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包括中
国建筑师在内的众多业内人士，纷纷将目光
锁定社会中低收入群体。原本冰冷的建筑物，
倏然多了不少人文关怀的成分。

平民设计!日用即道
中国建筑的“前线”在哪里4

如果有人给出的答案是“摆脱贫困、改善
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条件”，应该会获得大部分
的人的认同。不过，之前，很多人也把解决方
法归之于“发展经济”。“为了经济发展5我们几
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结果，我们失去了传
统，生态环境不断变糟糕，最后甚至连发展本
身也变得不可持续。”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威
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中国国家馆策展人梁井宇
对当下建筑界的反思，与阿拉维纳的理念不
谋而合。
“人为造成的气候灾难、自然资源日渐枯

竭、贫富差距加大。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让建
筑设计本身必须回到不能忽视的‘前线’来，即
尊严、福祉与公平。”梁井宇认为，建筑师应当
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勤奋节俭、敬畏自然。为
此，他为中国馆定下了“平民设计，日用即道”
的主题。

北京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的改造相当考
验建筑师的智慧，此地人口密集，老房居多，人
均居住空间相当逼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试
图从复杂繁乱的现实中，找到积极的解决途
径。标准营造的张柯，改造了胡同里的儿童图
书馆，希望以此作为开端，弥补旧式胡同中公
共基础设施的缺失。众建筑的沈海恩介入改
造已经两年，他和他的工作室利用对新兴建筑
材料的设计和开发，在旧四合院的房子里搭建
了一个符合现代卫生清洁标准的“房中房”，在
建造工艺允许的范围内，以化零为整的方式，
最大限度利用了不规则的空间。无界建筑的
设计师们在观察之中发现，如果在公共空间种

植花草，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让原本背景复杂胡同住客
增进彼此的交流。于是，他们
煞费苦心地在花园搭建了一
排花墙，邀请过路的人们播
撒种子。其寓意是，不起眼花
草的种子在日后会生发出邻
里间和谐与友谊的萌芽。

之前策划了大型民间
手工艺计划“黟县百工”的
左靖，这次继续深入乡村，
他和建造并维护侗族人文
生态博物馆十余年的任和
昕合作，在贵州黔东南地
区踏上一条新的乡村建设
之路。

在灰尘漫天、新老建筑杂陈的茅贡镇，他
们找来建筑师和设计师改造当地的闲置资
产，把粮仓和周边旧建筑通过墙面翻修、室内
改造，整理成文化艺术空间，作为地方手工艺
和农产品展示、艺术家驻场工作之用。之后，
他们又调动本地学者、村民与外来艺术家、学
者的力量，让他们分工协作，以调研、出版和
展览的形式深入探究和梳理所在地文化。“村
民挣了钱，都想盖水泥房子，我们想出的办法，
就是把传统木构建筑造得非常舒服，这样，大家

看到可以受到启发，重
新看待本地传统文化
和古老的智慧。”用左
靖本人的话来说，这是
一条升级版的“文艺乡
建”的路线，既可以使
本地民众重新认识自
己的社区，又可以让外
来者得以系统了解从
而展开研究。

曾获得普利兹克
建筑奖的中国建筑师
王澍，也在致力于乡
村建设。他在杭州富
阳洞桥镇文化村的改

造项目中，重新设计、营造了不少当地传统建
筑。在和村民不断磨合之后，作品终于获得了
当地人的认可和欢迎。在千篇一律的新式农
民房和新改造的传统“老宅”之间，更多村民
用投票的方式选择了后者。
“我所说的回归传统，并非试图用未来替

代过去，而是对过去进行打磨之后，将之融入
今天时代。”梁井宇解释说，“平民设计，日用
即道”讲求的，不是让建筑一味干涉，而是用
自己的专业积极调解社群生活。“平民设计的
宗旨是，使设计成果可以被大多数人所享用；

我们必须有节制，并敢于承担责任。”

建筑师的责任与"野心#

“从保障每一个人的生活，到阐述和满足
人类的需求，从尊重每一个个体，到顾全群体
的利益，从经济节俭地生活，到扩大文明的界
限，为了改善平凡人的生活的质量，身为建筑
师的我们，还要攻克很多场战役。”实际上，从
阿拉维纳所提出的“前线”出发，全球各地的
建筑师都在用自己的专长，在消弭不平等、减
少贫富差距、改良公共卫生系统、支援灾后重
建；应对资源短缺、人口增长、新移民涌入、降
低社区犯罪、改善交通环境、降低资源浪费、
帮助整治环境污染等方方面面不懈努力。

难民阴云笼罩下的德国，建筑师们并没
有展出任何设计实物，只是用墙上的图文资
料阐明了他们对一个有机城市的期待。“有吸
引力的城市，租金应该低廉”、“好的城市应该
有最好的学校”、“抵达的城市是一个移民的
协作网络”、“抵达的城市与商业近在咫尺”这
些话语句句凝练，直击城市设计规划的本质。

美国馆的建筑师们则把注意力放到了老
牌汽车城———之前宣布破产的底特律的复兴
与改造。工业城市的衰败和废弃是一些发达
国家正在面临的棘手问题，拿这些城市怎么
办，是一个应该尽早思考的问题。

智利展馆则展出了阿拉维纳参与的智利
在地震和海啸之后的重建项目。在不改变地
理位置、不牺牲生活环境的前提下，他与他的
公司团队天才地想出，只建造一半基础功能
空间，剩下的一半由住户自己根据不同需求
与能力去填补。这种半成品住宅设计，让社会
底层也拥有了购房的机会，拥有了过上中产
阶级生活的机会，缓和了房市的恶劣演变。降
低了能源消耗，提供了令人舒适的公共空间。
这个再造方案被证明有益于缓解社会矛盾。

巴拉圭建筑师们为改善当地贫困人口居
住条件量身定制了一种独特的结构建造方
法。在他们的构架上，只要运用普通砖块等最
简单的建筑材料，哪怕是未经训练的工人都
能迅速造出房屋。
“建筑师不应该只想着满足建造商的要

求，让项目达标，”阿拉维纳表示，以不同的维
度去思考多元社会的议题，这是建筑师应有
的责任和“野心”。

"怪侠$坂茂的纸筒建筑

日本建筑师坂茂以敢大胆使用最廉价!

最脆弱的材料而闻名" 日本神户大地震时#

他仅用一天时间#用纸筒为失去家园的灾民

盖起了一座教堂"!""#年四川汶川地震后$

坂茂用他的纸筒建筑$ 为当地人搭建临时

住房#华林小学也是其中一间用纸筒搭建的

房子"

小清新宜家的难民建筑

居家巨头宜家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

专为难民打造了组合屋 $%&''&( )*&+'&(%"

这个简易住宅只需要 , 小时就可以搭建

完成#不需要依赖特别的建造工具" 组合

屋面积约为 -./0平米#可供 0 个人居住#

使用寿命长达三年" 比起传统的帐篷等#

这个组合屋避难所为难民提供的更舒适

的居住环境#还能让难民的个人隐私得到

尊重和保护"

张智强的 !"平米%自宅$

人多地狭# 人均居住面积狭小逼仄#居

不易是大都市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香港建

筑师张智强#就以自己 1!平米的住宅#向人

们演示了设计如何能帮助人们在狭小的居

住空间之中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利用家居折

叠设计和变形方式#同一个空间能被用来作

为浴室!厨房!影音室和卧室"张智强的经验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成为提高$蜗

居%生活质量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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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什么驱

动了人类对建

筑的需求!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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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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