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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使用历史元素亦唤起往昔
———中国建筑师王澍的成功之道

昨天上午，
中国美院建筑
艺术学院院长、
49岁的建筑师
王澍教授荣获
2012年普利
兹克建筑奖，成
为中国获得这
项殊荣的第一
人，也是最年轻
获奖者之一。中
国美院象山校
区、宁波历史博
物馆等建筑作
品亦随王澍之
名蜚声中外。

! ! ! !“太帅了！”昨晚，美声绅士（!"
#$%&）的四位成员刚登上舞台，就有女
观众如此情不自禁。不过这四位来自
不同国家的歌手，拥有的可不仅仅是
英俊的外表，细腻优雅的演唱加上幽
默风趣的舞台风格，魅力十足。

美声绅士由“美国偶像”制作人
西蒙·科威尔推出，走的是流行加歌
剧的路线，四位成员背景不凡：拥有
歌剧演唱硕士学位的美国籍男高音
大卫·米勒、具有多年专辑制作历炼

的法国籍声乐天才塞巴斯汀·藏巴
尔、具备七年清唱剧演出经验的瑞士
籍男高音乌尔斯·布勒、曾与著名女
高音卡芭叶同台演唱的首席男中音
卡洛斯·马林。迄今为止，他们专辑的
全球销量已经超过 '())万张。

昨天的演出中，美声绅士于去
年 **月推出的新专辑《忧郁游戏》
中的歌曲占了很大比重，而其中，翻
唱自电影《贝隆夫人》中麦当娜曾经
演唱过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和

莎拉·布莱曼的招牌经典《我将与你
同行》，最为中国观众熟悉。

美声绅士的四位帅哥很有趣，
开起玩笑来一点不含糊。上来一个
个秀中文：“你好上海！”“你好漂
亮！”然后接下来就自我解嘲：“我们
就会这么多了。”塞巴斯汀自称是儿
歌专家，不相信？他现场居然唱了一
段中文的《两只老虎》，还带着全场
观众一起唱起了《幸福拍手歌》，热
闹十足。 本报记者 夏琦

! ! !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学古典音乐长大的大卫·
葛瑞特，昨晚在上海音乐厅举办了首次中国内地音乐
会。不过，这位德国乐手并没有呈现古典曲目，却以乐
队主奏的身份，为全场爆满的申城听众们，上演了一
场激情洋溢的“摇滚交响曲”专场。
童年时代接受梅纽因大师严格训练的经历，使得颇

有才华的葛瑞特 *+岁时就成为古典厂牌 #,唱片的签
约乐手。正欲在古典乐坛崭露头角之际，他到纽约茱莉
亚音乐学院随帕尔曼深造小提琴期间，却突然销声匿
迹。数年后复出，当年的小提琴神童摇身一变成了“摇滚
狂人”。他自己改编经典名曲、电影配乐、民歌舞曲，用铺
天盖地的声浪和激情四射的音场，颠覆了古典乐迷们温
情脉脉的欣赏方式。昨晚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乐队营造着纷繁的音响，小提琴以强劲的力量冲出喧
嚣，奏出的命运脚步声从晃晃悠悠到从容不迫，显然因
为融入了他的灵感创意而显示了不一样的效果。

昨晚的音乐会上，他演奏《恰尔达什》时，就不露
声色地炫出了激情小提琴家的飞快速度，即使是舞林
高手，也难以在这首舞曲中跟上他的节奏。那首《一往
无前》更是奇快无比，琴弓似在琴弦上疾速抖动，跳跃
的音符如喷溅而出却又不失跌宕起伏的旋律感。

这台音乐会也吸引了申城大批乐迷，由于票房早
早就售罄，因此，难得地出现了“翻跟斗”现象。记者随
意询问了几个票贩子，最低 *-.元价位的门票居然涨
到了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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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得知自己获奖后，王澍说：“这
真是个巨大的惊喜。获得这个奖对我
来说实在是太荣幸了。我突然意识到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做了如此多的事
情，看来真诚的工作和足够久的坚持
一定会有某种结果。”

中国设计师的荣耀
普利兹克奖评委辞称：“王澍在

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又引
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他的
建筑独具匠心，能够唤起往昔，却又
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
令中国建筑界激动的是，王澍

是自 *121年普利兹克奖创办以来
的首位中国获奖者，从此之后，他的
名字将和理查德·迈耶、贝聿铭、丹
下健三、扎哈·哈迪德、雷姆·库哈
斯、安藤忠雄等等并列，而其获奖也
许也预示着某些改变———多年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知名建筑师的表演
舞台，而未来，中国建筑师的声音或
许会更加响亮。

普利兹克先生认为，评委会决
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筑师是具
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标志着中国
在建筑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
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说，“未来
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功对中
国乃至世界，都将非常重要。中国的
城市化发展，如同世界各国的城市
化一样，要能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
相融合。中国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
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
要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保持和
谐，另一方面也要与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相一致。”

土生土长长期坚守
土生土长的中国建筑师王澍从

未在国外创作任何作品、求学过程也
完全在中国完成。他倾向于将中国传
统趣味用几何块面表现，有着深厚国
画功底和文学情结的王澍，一直试图
用建筑承载着某种深厚的文人情怀，
在中国美院建筑学院教育中，也注重
手工艺和传统书画。
“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

学”是王澍秉持的学术理念，作为是
中国本土建筑运动的代表人物，他
坚守建筑理想。面对全球化浪潮下

的城乡建筑风格趋同化现象，他以
对西方现代城市及建筑观念的反思
为理论背景，批判性地回归地域建
筑传统。王澍说：“在当今世界，人们
热衷于谈论科学、技术、电脑，我则
喜欢谈论基于手绘和手工艺之上的
建筑。”他的坚持为他带来了世界级
的荣誉。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主席帕
伦博勋爵说明了王澍获奖的理由：
“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
一个当今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
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
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

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
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
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
世界性的建筑。”

国际视野本土情怀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认为，

王澍是一位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
土情怀的建筑师，也是一流的建筑
教育家。他提出重建本土建筑学的
主张，专心于设计和研究以美院象
山校区为代表的独有中国特色的建
筑，可以说，这次获奖也是中国美院
校园获得的国际认可。
王澍在研究生毕业后的数年间，

并未接受任何建筑设计工作，而是经
常与建筑工匠在一起，试图寻找建筑
的本源。在*112年他和妻子陆文宇创
建“业余建筑工作室”，他对“业余”这
个词的解读是：“一个人因为兴趣而
从事某项研究、运动或者行为，而不
是因为物质利益和专业因素。”六年
后，王澍复出后的第一个作品就是
“自宅”。而他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
设计则成为其作品的典范。

而利用美术学院的人文艺术教
学资源，进行深度远超工科院校的专
业艺术训练，使本学科的特色与优势
在国内更加突出。在许江看来，王澍
的“手艺活”强调回归本土匠艺，以
大规模乡土调查为基础，全面整理
中国本土、特别是浙江的民间建筑
匠艺体系，通过强调动手训练使当代
技术提升。 本报记者 乐梦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