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虽然近些年中国成为世界上建造量最大的
国家，但在当代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却并不是一
个大国。随着去年王澍赢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
中国的优秀建筑师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到关
注，他们的作品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发展新貌。

作为世界最权威的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
（!" #$%&&"'% ($ )%&%*$"），是一个拥有上百年
历史的艺术嘉年华盛会。其中，每两年举行一次
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俨然成为了世界同类型
建筑展的标杆，每次展览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
的密切关注。在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
由国际著名策展人方振宁策划的中国馆“原初”
展，获得国际媒体一致好评，现在，这些作品首
次在国内进行展出。即日起至 .月 /-日，“第十
三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归国纪念
展”在上海新天地展出，包括王昀、魏春雨、邵韦
平、许东亮和陶娜五位建筑师和艺术家的作品。
作为“夏乐传城 艺术筑梦”上海新天地 +,-/艺
术·文化季的压轴大戏以及 +,-/上海设计之都
活动周重要响应活动，该展以极简主义风格诠
释相互关联的建筑文化，诗意地阐述了中国自
古以来就有的抽象思维和哲学思辨，让沪上市
民率先目睹“原初”作品的创作力量，追溯建筑
设计理念的起源，感受由艺术与建筑的碰撞带
来的视觉冲击。
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建筑师的实力及影响

力，我们需要多样化的平台。01-,,中国榜单揭
晓盛典日前在朱家角朱玑阁举行。享誉全球的
01-,,榜单于 -22,年首次由 01美国版发起，
从“想象力、智慧、启发力”出发，权威评选出在
建筑、室内设计界做出突出贡献的 -,,位设计
人才，在行业内具有深度影响力。今年 01-,,

榜单首次在中国发布，盘点在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 -,,位建筑、设计精英，用他们的作品演绎出
今日中国的发展新貌。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盛典的举办地尚都里

正是由登琨艳、张永和、柳亦春、马清运四大国
际顶尖建筑设计师联合打造，致力于保护朱家
角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利用时尚的
现代元素，将朱家角变成一个更艺术更时尚的
魅力水乡。值得一提的是，尚都里项目融入“三
湾”人文景观，独创“上庭下市”、屋顶花园，内庭
外景。以卓越的功能布局，新锐的设计表现，吸
引着大批艺术工作者，为古镇拓展了新的经济
发展空间。而其中由马清运妙手打造的著名老
戏台———朱玑阁，将古典建筑特色与现代设计
理念完美结合，让宾客在古朴水乡中品味到传
统与现代、人文与自然融合的和谐之美。 小玉

向世界展现
当代建筑师实力

【 谁来处置大楼生死 】
就在国内网民纷纷吐槽“怪物”高楼奇形怪状、

没有必要的时候，艺术之都意大利却真有一项摩天
大楼计划在反对声中被叫停。
原定方案中被命名为“光明宫殿”的这座高达

+34米的摩天大楼，本计划将建立在威尼斯市中心
不远的马格拉港，设计者是著名的时尚大师皮尔·卡
丹。就是这样一座既具经济实力，又有足够噱头的大
楼，在设计提案出台两年半内都没能获得必要的建
造许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这座大楼并不能给他们带

来快乐，反而象征着这座水上城市正经受着越来越
多的商业氛围，让原本充满了艺术与阳光的美景遭
到了过多的破坏。能够成功阻止大楼破坏城市面貌，
功劳不仅来自所有市民的抗议以及媒体的大力抨
击，更来自 -2.5年威尼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时，意
大利政府对威尼斯的特许：可以自主规划周围空间
来保护景观和环境的完整。
反观我们对摩天大楼的态度，如果是有高度、有

噱头又有经济利益的，就算是骂声一片也照样建得
起来。究竟该由谁来决定大楼的生死？

【 比高怪不如比底蕴 】
如果站在较高的楼层俯瞰芝加哥，就会发现这

座城市虽然被成为摩天大楼的发源地，但楼与楼组
合在一起虽然参差不齐，却完全不会杂乱。究其原
因，恐怕是因为“奇形怪状”比较少。芝加哥 -254年
建造的标志性大楼———曾名为希尔斯大厦 67%"89

:;<%8=的威利斯大厦6>$''$9 :;<%8=至今仍是美国第
一高楼，看过它的人都会被它的大气雄伟所震撼，是
造型非常正气的大型建筑。
造型独特者也有，如玉米双楼，这并不是商业用

楼，而是公寓，因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生产玉米
而来的造型，简单却在视觉上非常震撼，其人文内涵
更让人倍感亲切。
我想，美国人绝对不是因为造不起而在近 4,年

内都没有建造比威利斯大厦更高的摩天楼，因为真
正的地标不是用高度来决定的。高度的超越永无止
境，无论是否是“世界第一高”，总有一天会被后来者
居上，就像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的接连出现那
样；即便如此，这些后来者也无法替代东方明珠电视
塔在所有上海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东方明珠里
寄托着几代上海人对这座城市发展的印象，集合了
无数美好和艰辛的回忆，这才是无法被超越的。

【 是艺术就该和谐环境 】
近些年，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到建筑的生存发

展问题，反对声迭起的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人们对建
筑艺术性和人文性的强烈需求。然而不少领导者与
建造者却将这一点排在了最后，又或者以为造型够
特别就是艺术了，这恐怕也是“怪物”建筑屡见不鲜
的理由之一。
如果缺乏艺术思考，那么现在加上还来得及；如

果误解了建筑的艺术性，那么更该改变观念。是艺术
的就该是让人看着顺眼的，然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了
越来越多怪诞突兀的建筑出现，它们不但不能与周
遭环境相得益彰，反而让人产生不愉快的审美体验。
多伦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建筑与城

市协会主席 ?;(;'@A% %'BCA;D8E教授曾于今年在中
华艺术宫的讲座中提到当代的集群形态这个论题。
建筑要如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集群生活形式至今仍
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的整体形态能给予人
们满足感以及给予在其中活动的人们感受，但是反
形态化的形式会占用并干扰公共建筑空间内历史记
忆的形态。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嘉定新城走走，那里新建的

建筑并不高，也不大，造型现代却不怪异，让人能不
经意地放慢脚步，走走停停。试想，如果在那里来一
座两百多米的高楼，能顺眼吗？

借刘禹锡的《陋室铭》一叹：楼不在高，和谐
则灵。 梁依云 文 东方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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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到网上查查，就会发现最近国
内各大城市都在争着造“第一高楼”：上
海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武汉绿地中
心、苏州“金鸡塔”……以高取胜似乎成
为了国内建筑攀比的准则。而放眼世界，
不少国家对摩天楼的兴趣已有消减之
势，皮尔·卡丹在威尼斯设计的摩天大楼
就由于得不到威尼斯市政府许可被叫停
了。是否该一味追求城市高度？或许这个
事件可以引发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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