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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 ! ! !开始于 !""#年的同济大学建造节，是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的大学生实验与
实践活动。自 !"$!年起成为全国高等学校建筑
学专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的全国性实验邀请
赛。“!%&'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 !%&'‘风语
筑’纸板建筑设计与建造竞赛”邀请了 &'所国
内大学的建筑院校代表队和 (所国外建筑院校
共襄盛会，师生总人数达 '%%余人，共建造了
'(栋纸板房（每栋面积约 (平方米）。中外学生
的同场竞技，也展现了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下
的思维及行动模式差异。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已成为一个公众参与

的嘉年华，每年都有大量市民前来参观，创新是
一股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任何人为之感动。
建造节作品选
$) !同济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双学位班"

"#$ %&'$。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独特概念，设
计者巧妙运用纸板的可塑弹性，建立拱圈状支
撑结构，以及轻盈纤薄的优美一体化覆盖和围
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实用的纸亭子。别
样的结构带来的是别样的光影效果，夕阳下的
券柱投影尤其迷人。

!) !同济大学" 简#茧。设计选择了“穿插”
这种简单却又独特的连接方式，结合三角形单
体的稳定结构，创造出了简单致密的结构。没有
一个铆钉，没有一根绳子，仅仅通过纸板之间的
插合排列单体，向各个方向延展、生长，并在顶
层直接咬合，形成巨大而又结实的“拱”结构。它
无比纯粹、简单，更像“茧”一样，在自己所伫立
的地方呼吸、生长。

*) !同济大学" 原嗣。设计者用瓦楞纸和
东方的木构意象重新诠释经典的建筑原型，意
在使原型以现代的方式得以再现。瓦楞纸卷成
柱子可以承载建筑体；通过简单的折叠，又能塑
造优美的曲面。设计实现了“柱”和“折面”的一
体化生成，使得建筑可以轻松地被卷起、运输，
而顶部柱头则起到了“烟囱”作用，保证了室内
的热舒适。

+) !同济大学" 生长。设计打破传统的墙
壁与天花板二者的界限，使用了一种流动的造
型，将顶部的荷载通过正中心的“柱头”和向内
收束的墙体传到地面。在设计中使用了一套基

于同一种算法的生成方式，仅通过参数的变化
来达到设计目的，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具有很强
逻辑性的“生长”外观，以及一种相似渐变造成
的构成感，如同一棵开枝散叶的树。

')!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 一个元素：这个
作品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只利用了瓦楞纸一种
材料，没有螺丝，没有胶纸，没有多余，没有妥
协。用一个极其纯粹的构思，类似中国传统的竹
篮编织手法，建构了一个可以让孩子们欢悦奔
跑的大纸笼子。一个属于儿童的乐园，简单，通
透，安全。

,) !天津大学" 光晕。设计首先采用条状
瓦楞纸板纵横插接，构建了一个包括基座、围合
和覆盖的一体化主体框架，以重复的二次变化
模数实现了统一感和韵律感。同时，这又是一个
鼓励互动的设计，所有穿插在主体框架内的方
形纸筒可以任由观众推拉，从而产生不同的光
影和空间效果。

#) !重庆大学" ()*+#,-.*。这一方案完全通
过垂直纸板的咬合，创造出了一系列的空间。手
法非常简单，但形体造型和空间体验充满了建筑
的真实感。矩形空间的塑造，也让空间利用效率
达到了最大化，光影效果也充满了阳刚的气息。

() !清华大学" 未命名。设计者充分利用
瓦楞纸板这一材料的受力特征，采用折叠方式
构筑空间化的单元，强化纸板的受力和稳定性
能。同时采用重复单元构建了灵活而又虚实相
间的空间围合，表面肌理优雅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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