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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 黄声远等获得国内外大奖的

事实告诉我们" 只有把建筑设计当成自

己生活方式的有机部分" 你的设计才有

可能散发出艺术的淡雅幽香" 成为大家

喜爱的艺术品#

可现实是" 我们的建筑设计大都被

染上功利色彩" 有些手握裁决权的领导

们像$大象%一样喜欢闯进专业而深奥的

设计$瓷器店%"那么设计者们怎么办& 坚

持"为理想!为信念而坚持"如果能有$虚

心接受"坚决不改%!王澍语"的$心如巨

石"风吹不动%'莫言语()如果能让大家

赞$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政府%"你

的设计肯定会很个性,很艺术-

$心如巨石%般坚持的设计者都懂得

为自己的作品留白- 不论是王澍! 黄声

远"还是李虎"在空间营构!环境生成!对

话历史上"都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好的

建筑是艺术" 艺术是需要足够的呼吸空

间的"这空间就是$白%"正如赵孟頫的

$吴兴清远%图-

建筑成为艺术的可能性有多大#关键

是设计者的坚持力有多坚韧" 离功利越

远"升华的可能性就越大-

[亲身体会民意，表现细节关怀 ]
! ! ! !都知道丝棚瓜吧，田埂上、地角边，乃至房前屋后的棚架上，
只要洒下种子，他就会“噌噌噌”无声地随意地长，不用一两个
月，藤就爬满了足迹所到处的草树花木，这些地方随心随意就成
了绿荫如盖、如胶似漆的“一家”了。奥秘在于：你事先并不知道
它要往哪里长，它随性，它自在，它寓设计于“无为”之中。!"#!年
中国建筑传媒奖获得者黄声远就是这样的“丝瓜棚建筑师”。

建筑设计专业出身，游学、实践经历丰富，最终黄声远回到
了台湾，在老家宜兰创办“田中央”建筑设计事务所。他带着“田
中央”的同仁们天天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居民说“把路变窄一
些就好，这样大家碰见了可以说话”，居民还说“把照明的路灯调
暗一点，这样青蛙就能自在地鸣叫，鸟儿就可以好好睡觉了”，居
民还说“老东西要留下来，它是我们记忆的一部分”。于是，黄声
远在与赤脚的农民拉呱，在稻田中央开方案会，这些好主意都进
了他的设计图纸里；这样，$%年里，“田中央”的建造设计延伸到
小城的历史遗产改造、河流整治、城市规划等活动里，当然也包
括马路街角处旧枕木搭的花坛，黄声远也因此被戏称为“赤脚建
筑师”。
黄声远说，“亲身体会后再来设计，不是肩负使命感，而是充

满生活细节的关怀。”他说“‘丝瓜棚（即照片中的罗东文化工
场）’是自由的，没有谁说了算，有着模糊的创作边界，他可以根
据民众的需求长出不同的形态，变得千姿百态。”

[模糊建筑界限，让空间有弹性 ]
! ! ! !每天，“田中央”的设计者们上午大都会到河边游泳，然后到
街边小店喝咖啡、发呆，然后再回“田中央”吃大锅饭，“如果没吃
饱再去小店补个餐，才开始工作”。闲散而自由的黄声远要做的
是从生活细节往上构架自由“田园”城市，他说田园城市才不会
让城市一直膨胀，自由的城市可以让小孩安全地骑车，自由的城
市里以前发生过的故事以后还都找得到痕迹。
正巧赶上宜兰“文化立县”，于是就有了“罗东第二文化中心

（如图）”项目，设计者的初衷是要模糊建筑的界限，让空间更有
弹性更有想象力，但房子没有墙，屋子没有窗，只剩下飘飘如“荷
叶舟”样子的一片屋顶，让县官、县里的文化局长们很是别扭，
“这哪叫屋！”可是，黄声远他们软磨硬泡，就是不改。软磨硬泡了
$&年，县长换了 '任、局长换了 %任，文化工场图纸里的“丝瓜
棚”还是年复一年执着而顽强地飘着两片“叶儿”，所以当地流传
着“铁打的‘田中央’流水的县当局”的民谚。

最后，罗东文化工场———“丝瓜棚”建成了，成了居民们人人
爱来溜达集会的空地，成了建筑创作中的艺术“留白”；丝瓜棚与
众不同的钢构设计，宛如太空舱的天空艺廊；!"$!年的台湾金马
奖也相中了这里，当地媒体评价“创意建筑与电影文化擦出的火
花令人期待”。
黄声远的坚持，让我们联想起王澍，他常年用各地收集来的

旧砖瓦造房子，还拥有自己的施工队，还在 !"$"年上海世博园
里造了“滕头村”，因为这样的房子不好造，得技术娴熟、细工慢
活；于是，也有很多人批评他，给他提建议，王澍采取的对策是
“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与黄声远的坚持异曲同工、如出一辙。正
因为如此，他们的设计魅力就像成年花雕酒，慢慢地从里到外地
散发幽幽淡淡的香气，最终获奖。

[建筑设计概念，因态度而艺术 ]
! ! ! !观察王澍、黄声远、李虎的设计作品，琢磨着他们为什么能
获得奖励，“原来他们都在设计中模糊了一些东西”。王澍把江南
地区的历史与今天的界限模糊了，他用宋元明清的砖瓦来造我
们日用的房屋，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这样的房子里接受高等教
育———那就是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黄声远模糊了建筑的功能区隔，一块“丝瓜棚”其实就是一
场环境改造运动，设计师们不赶什么潮流，而是持续地熟悉和关
注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并秉着持续设计的态度，所以黄声远说
“我们不要先行的概念，从熟悉的事物出发，最近几年，我们不断
地在拆东西、留空间，把本来要被建设填满的地块，变成可以弹
性使用的空白空间。”
李虎的歌华营地也一样。!'""平方米的营地要让在这里学

习、体验的青少年看到一个关于建筑与自然、建筑与人关系的当
代阐释，即建筑是如何处理场地、材料、当地文脉以及能源节约
的问题。歌华营地包括了剧场、大型活动空间、()*空间、咖啡
屋、书屋、小型音乐厅、大师工作室、+),室等复杂功能，“比如体
验中心一个 $!-席位的小剧场，既可承担专业的高水平演出，它
舞台后的两层大型折叠门，可以分别或同时打开，将室外庭院纳
入剧场空间。”李虎说，设计的态度对路了，歌华营地的表演和观
看就有了无数全新的可能。比如京剧可以从室内演到室外，内层
白色的折叠门可以做超大型露天电影的屏幕，演出可以同时从
室内室外观看等等，“一个空间轻易就变身三个空间。”还有屋中
间的庭院，它采用的是四合院意象，展现的是四季的景观，一变
身就成了多功能厅演出的观众席；建筑屋顶为绿化和各种各样
的青少年活动场地，“每一个空间都不是单一功能的。”李虎说。

2012年，中国建筑设计界
的好消息不少，先是中国人王澍
拿 了 号 称 世 界 建 筑 诺 贝 尔
奖———普利兹克奖；年底时，以
“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
为评奖标准的中国建筑传媒奖
产出“双黄蛋”，大陆设计师李虎
的歌华营地、台湾设计师黄声远
的罗东文化工场获奖。

特别介绍一下黄声远。宝岛
台湾的台北宜兰县，有一群建筑
艺术工作者（领导者是黄声远）
组成了一家名叫“田中央”的设
计事务所，17年来，他们规划设
计作品遍及宜兰大小城市的街
头巷尾。其中有一个项目叫“罗
东第二文化中心（也叫罗东文化
工场）”，建造的历程漫长而曲
折，建成后，当地居民亲切地称
之为“丝瓜棚”。

随性“丝瓜棚”铁打“田中央”
———中国建筑传媒奖产出艺术“双黄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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