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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 ! ! !"#$年 %月 !&日，首届国际竹建筑双
年展在浙江省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开幕，来
自世界各地的 '' 位建筑师所建的 '$ 座竹
建筑正式与世人见面。本届竹建筑双年展以
“场所精神，乡土建设”为主题，践行了“因地
制宜、因地取材、因人成事”的中国式智慧。
竹，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成为
连接乡民与艺术之间的纽带。这个在乡村举
办的当代建筑双年展反响强烈、盛名远播，
迄今余音绕梁、话题不断。为进一步探讨“场
所精神”所蕴含的艺术文化价值，艺术评论
家徐明松老师与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策展人、
设计师葛千涛展开对话，生动地再现了“场
所精神”如何让艺术在“乡村建设”中返璞归
真、求取真义。

徐明松!当下!公共艺术对在地性越来越

关注!特别是国际性的双年展"多年前诸如圣

保罗双年展等国际艺术展事就已经开始关注

本土文化的境遇和问题! 这可以说是与经济

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语境之间的一种关联或

者是对接" 竹建筑双年展中的$场所精神%实

际上也是要寻找这个场所所具有的人的本质

的东西!它的文化#历史#地理所呈现的文脉

感很重要" 材料的变化也会带来建筑上的革

命"重新呈现竹的价值!无论从文化价值层面

还是建筑学价值层面!都是很有意义的"随着

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 竹建筑的可能性和发

展空间也会越来越丰富"就某种意义而言!竹

建筑的新发现和新发展不仅有其建筑技术层

次的价值!也不仅是材料美学的层次!更有着

建筑学#社会学#美学等多重面向的价值"

葛千涛!建筑具有公共性，必须考虑人的
感受。“乡土建设”，则要根据地理环境、地
域文化营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尤其在当下
需要避免千镇一面或千乡一面。当我们思考
双年展以在地的方式，在一个仅 &""多人的
村庄展开，这对地处偏远的龙泉来说，简直就
是天方夜谭，而我们要做的是将双年展这样
一种艺术形式融入一个小村落。''位受邀的
建筑师平生也是第一次参加“在地”双年展，
这个项目有两个特征———学习和教育，建筑
师需要进行在地学习，当地的乡民需要在场
学习升级版的“低技术”。在四年的双年展营
造过程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当地村民从一开
始的怀疑到产生认同，直至为家乡有这样的
竹建筑群而骄傲的变化。因此，“乡土建设”关
乎学习与教育的使命。经过四年坚持不懈的
在地建设，宝溪乡的地方色彩演绎成了国际
乡村，艺术的种子开始深植于这片土地，曾经
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就此消失。竹建筑双年
展的深远意义正如徐老师所说的：不仅是材
料美学的层次，更有着建筑学、社会学、美学
等多重面向的价值。

徐明松!你做的双年展有特别的意义!因

为它已经开始走出博物馆这个围墙! 走出了

博物馆中人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 开始真

正地把艺术介入空间!去解决艺术问题#社会

问题!甚至是文化问题!某种程度上也重新地

揭示了在地性和公共性! 同时延续了在地的

文脉!呈现你所说的$场所精神%"

葛千涛!是的，这好比印象派在美术史中
的重要性，主张革新、走出画室、走进大自然，
在地写生，表现阳光下色彩微妙的变化，体现
了画家对客观事物的印象，区别于古典主义
在室内进行的艺术创作。以往的建筑双年展
大都在一个大“盒子”中举办，参展建筑师的
作品基本上是建筑模型或装置，而竹建筑双
年展却是国际眼光与普世审美、与中国平凡
乡村的一次邂逅，是对在地万物、历史与现
实、文脉与突破的一份未曾经历的尊重，是文
化自觉的一回启蒙。践行中的乡土建设其动
态的学术价值也为乡村植入了恒久的生命
力。

徐明松!这不仅是艺术层面的问题"许多

大大小小的双年展展完之后就成为一堆废

墟!这实际上没有思考到它的可持续性"

葛千涛!因为缺乏敬畏心，为什么我们不
去开创新的可持续的展会模式呢？创造未来
的各种可能性，其关键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自
身，有没有最基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徐明松! 竹建筑双年展的 !"栋建筑!基

本上都是以公共性的建筑为主体的"

葛千涛!对，$"(以上。
徐明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竹建筑从

$乡村建设%# 民居以及日常生活形态的角度

出发!是不是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葛千涛!那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乡村
已经为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展现了广阔
的视野，竹建筑双年展所引发的公众思考和
参与，包括多所院校的艺术介入，其中有：广
州美院“为乡村而设计”毕业设计展、温州的
“外水良艺境”创作。未来的“乡村建设”，其
发展的空间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民宿、民居拓
展为对“场所”的思考，可以预言，未来的艺

术前线在乡村。
徐明松! 你们在整个宝溪乡的竹建筑当

中!运用了很多低技术!是觉得用低技术手段

便于推广吗&

葛千涛!在乡村推广“低技术”非常重要。
理由非常简单，相对城市建设，原住民更熟悉
当地的物种、材料。就地取材、创导“低技术”
为村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
开启了学习掌握升级版“低技术”的一扇又一
扇大门，参与建设的每一个村民，都对竹建筑
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徐明松!说到隈研吾!他到宝溪乡来参与

青瓷艺术馆的设计! 是什么样的缘由促使他

来做这件事情&对这样大牌的设计师!你是怎

样说动他!让他来参与这个项目的&

葛千涛!邀请 ##位建筑师的时候，我向
每位建筑师提了 #)个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
能够激发起建筑师对竹建筑双年展发表各自
的独特见解，隈研吾看到这些提问后，当即回
信，他认为这些问题耐人寻味，非常有价值。

我向他提问道：你作为建设师，如何去思考未
来的“乡村建设”？还有，作为一个建筑师，如
何去介入和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乡土建
设”？你是用一种什么态度介入？隈研吾是这
样回答的：“比起城市，在农村举办这样的双
年展更有意义。它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中
国的乡村正依照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进行建
设，而非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我希望通过研
讨会、展览或者文化活动，让这些建筑能不断
地为外来参观者与当地居民提供交流平台，
成为在地艺术而非临时性的双年展。在 !'世
纪的全球化时代，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文化
以及技术，都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我有很多
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就涉及地域特色”。“在
地”双年展的吸引力、中国乡土建设的广阔舞
台，加之他与国广（策展人之一）之间的相互
信任，促使他参与这个有意义的项目。

徐明松!在做竹建筑的过程中!在技术的

对接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葛千涛!可以说困难重重，溪头村买不到
一根钢丝，更谈不上用于建筑的材料。而我们
要完成的是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建筑
师的作品，更何况，双年展有别于其它项目，
建筑师想表现的是各种可能性，面对他们天
马行空的建筑设计，实现难度可想而知，同样
令我们困扰的是，没有竹建筑规范，而我们却
是要将它建成一个能够让人永居的社区。

徐明松!有实用功能的"

葛千涛!对，它不是建筑模型，因此无论
是管理团队，还是建设者，我们需要不断地跟
建筑师沟通，隈研吾设计的青瓷艺术馆原本
打算用重竹，由于材料和施工的成本较大，最
终决定用松木替代重竹，但为了证明重竹的
可塑性及双年展定义的“竹建筑”，经过沟通，
我们还是请隈研吾采用重竹设计了一个小体
量建筑（公共洗手间）。在施工层面，如需要加
工与定制少批量的建筑师设计的构件，要找
到供应商非常困难。

以意大利建筑师马儒骁负责设计的低能
耗示范竹屋为例，在传统的竹建筑节点处，设
计师一般会采取麻绳捆扎或采用竹钉，但这
些表现形式比较传统，也缺乏当代性，而马儒
骁设计的竹的结构件，通过金属工艺加工，专
门研发出了一种竹建筑结构体系———在未
来，受损的毛竹结构可进行灵活更换。这给了
我一个提示，很少见到国内建筑师，在建筑设
计中发明创造构筑或结构件，我们绝大部分
设计师，不是在努力创造更多，而是在竭力模
仿，使用他人的标准化。今天，我们需要的是
完善的乡建机制，需要有稳定可靠的研究为
升级版的“低技术”发展提供认知基础，有更
多更好的乡建培训体制，有绿色材料与专业
设计的紧密连接，有更系统的关于地方传统
建筑技术和工艺的研究与发展。

徐明松! 我们的很多建筑样板是为高大

上的社会精英服务的! 但是实际上建筑越来

越需要的是沉到泥土里去#民间去"我记得当

年柯布西耶在他那本'走向新建筑(的前言里

有写到!$为所有的人!为普通人!研究住宅!

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 这是非常重要

的"

葛千涛!因此，我们还是应该回到事物的
本体，回到日常生活中，强调“场所”，认识“在
地性”。假如我们脱离了“场所”，抽象地表现
形式或观念，其结果将因偏离本体而缺乏认
同感。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策展人、建筑
师、艺术家开始介入乡村，但要警惕“伪艺术”
放“烟花”式介入而造成大面积视觉污染，避
免乡村再次受到伤害。你这里所指的“观众作
为介入因子”，让我回忆起 !*'$年 %月 !&日
开幕式那天，+**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相识
或不相识的朋友，千里迢迢，冒着狂风暴雨，
汇聚在一个与众不同的竹构空间（接待中
心），在那一刻，所有的乡土建设的参与
者———原住民、建筑师、施工队以及未来续建
者，在竹构穹顶空间里，感受建筑的精神性、
感受彼此，此时此刻每个人都成为了“场所精
神”一部分，也如你总结的———成为艺术塑造
的一部分。

徐明松!这是一次$迟到%的访谈!却也

是一个可持续的不断探讨的话题" 让 $在地

性%和$场所精神%这样的意识和理念!通过人

与人#人与建筑#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来呈

现艺术)建筑*的存在价值"我以为!这个竹建

筑双年展就是你和你的同道们进行的一次

$乡村建设%的美学实践和社会实验"

! ! ! !随着!乡村建设"的红火#许多艺术

家在乡村找到了广阔的施展拳脚的空

间$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的文化资

源赋予了!乡村建设"以独特的魅力$如

何结合乡村进行可持续发展建设%如何

让公共艺术走近乡民&走进乡村% 这些

都成为许多艺术家和建筑师需要迫切

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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