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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盘账”时，建筑也不
例外。风风火火、方兴未艾的
2013年建筑市场上，各种新锐
的、美丽的、丑陋的建筑作品纷纷
闪亮登场。没有最雷，只有更雷，
比如网络上评选的“十大丑陋建
筑”，就很是雷人。

其实，建筑是有思想的，建筑
应该与环境声气相通，建筑当然
应该是好看的，就像位于加拿大
密西加沙市（Mississauga）的梦
露大厦，就让我这位长期生活在
北京的外国人深感自豪。

为建筑注入思想，这是时代的要求。进入
新的一年，这种呼声更为迫切。

马岩松，作为中国较早加入世界建筑设
计竞技场的人，他在加拿大第七大城市———
密西沙加市那场声势浩大的建筑设计方案确
定的宣布仪式上，成为笑到最后的建筑设计

师，他的作品赢得当地青睐的原因就是：建筑
带给人无限遐思。

马岩松说：“‘玛丽莲·梦露大厦’不是我
们定的名字，而是当地一家著名媒体上的评
论家这么叫起来的。他们认为，这大厦看起来
可以和玛丽莲·梦露婀娜的姿态媲美。而建筑

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品，不是要刻意造型，而是
真实地反映人性、自然，给人无限的想象空
间，引发人们丰富的心理活动。这栋建筑有人
说像玛丽莲·梦露，也有人说像流动的音乐，
但都给人美的感受。”“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反
对机器带给人的压迫感，也反对‘技术第一’

口号下的低成本复制，人需要从工业时代的
紧张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寻找平等、开放的空
间，建筑要满足的功能性，应该延伸到人的精
神世界，给人的生活创造更大的自由、更多的
可能性。”归根到底一句话，他的设计为建筑
注入了思想。

因为有了思想，建筑就成了“这一个”，独
具魅力，无法抄袭。反观我们的城市中，太多
的设计太多的模仿。网民评选的 !"#$年十大
丑陋建筑又出炉了，不论是合肥的万达，还是
北京兴创大厦、华西村建筑群、广西美术馆等
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味模仿、僵
硬地模仿，要么模仿中国鼓（结）、“大肠”、大
雁塔、蜡笔画卷、高高的瓜皮帽等等，太具象
的模仿，思想便缺席，便难逃“丑陋”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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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岩松团队的梦露大厦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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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楼的内部当然还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的核心筒，但每层楼的外部都是形状错落的
椭圆形了；每个层面旋转的起点不一样，角度
自然也就波浪起伏，哆来咪发大珠小珠落玉
盘了；层与层之间，全一色蓝色玻璃，阳光下
碎银般的浪花随着你的角度接力“溅”起，楼
就这样旋转着、起伏着一直到了 %&层，成了 '

万平米凹凸有致的婀娜“梦露”。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梦露大厦不仅避免了卡拉特拉瓦
（()*+,)-. /)0)+1)2)）在瑞典设计的 3(4大楼
机械的雕塑形态（虽然它将一个个立方体扭
曲堆砌起来，展现了人体扭转形态的力与
美），但直线的外形不免给人单调和呆板的感
觉；中国人马岩松设计的梦露大厦就不一样
了，它的扭转十分柔美灵动，这种柔美来自于
东方式的含蓄，更加上层层环绕的连续开敞
的玻璃阳台，建筑的轻盈飘逸更加淋漓，仿佛
只要一阵风来，我就驾云而去。

梦露大厦，马岩松是第一个从 #5个国家
6"""名设计师中脱颖而出的中国赢家，据我
所知也是第一个赢得海外大型项目的中国建
筑师。项目开建不久，加拿大人民就因喜爱而
把大楼改成了“梦露大厦”，叫开了，叫得全世
界都把它叫“梦露大厦”；开发商于是乘兴又
追加了一栋，模样继续，轻盈继续，婀娜多姿

当然要继续，不同的是第二栋变“阴柔”为“阳
刚”，马岩松们调整了楼层旋转角度的变化规
则，让楼层在旋转中积累起形体的张力，颇有
一“柱”擎天我自雄的气象。“环绕建筑的弧形
阳台与大面积落地窗，增强了高层建筑的开
放性，使人更直接地感受阳光、雨露和风，由
此产生亲近自然体验，很好地唤起了人对自

然的憧憬。”业内资深设计师珀耶（7.89，西班
牙人）评价说。

看着梦露大厦就让人想起设计北京银河
(:3:的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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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座银峰，优美的弧线一路流畅地滑过
去，楼群是动态和优雅的奏鸣，柔软、滑溜，楼
板的飘逸是其主旋律；每一栋楼都有中庭、核
心筒，自然采光、自然通风一样都不少，楼板
的漂移和多层次的水平飘带“叠”成了建筑形
态———雪后天晴的雪山，它们深度围合在道
路和绿树中，交叠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曼

妙空间。
这里的空间最让人着迷的是“流动”。从

东北部的下沉广场开始，瀑布沿着斜面轻轻
泻下，群峰“峡谷”因瀑布而灵动，而弹跳着诗
情画意；在这里，峡谷因流动的线条和运动的
曲面而活力绽放。
这是扎哈在中国的第二件作品，她让流动

的水平的白色铝带和玻璃如同连续的宽宽白
线层层叠加构成座座白色山峰，$$万建面的银
河最终成为了东二环边一道“人化的自然”。

扎哈的建筑提醒人注意原野如何
越过山丘，洞穴如何舒展，河流如何蜿
蜒，山峰如何指引方向。她的作品常用
盘旋的手法，如卡迪夫湾歌剧院、博物
馆的增建，建筑蜿蜒至基地景观里，画
廊延展到屋顶上，这种盘旋的语汇还
界定了大厅空间。扎哈说：“我自己也
不晓得下一个建筑物将会是什么样
子，我不断尝试各种媒体的变数，在每
一次的设计里，重新发明每一件事物。
建筑设计如同艺术创作，你不知道什
么是可能，直到你着手进行。当你调动
一组几何图形时，你便可以感受到一
个建筑物已开始移动了。”这种蜿蜒在
北京银河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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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经营空间高手的扎哈试图改变我
们脑海里既有空间印象，流动感是她给人的最
深印象，她的空间是塑造自然环境过程中产生
的，在这样的空间里，虚与实、轻与重、固定与
流动、开放与封闭、暗霭与透明处处充盈。

而马岩松正是扎哈的弟子，并且在她的
事务所干了一段时间。!""$年，耶鲁学生马岩
松的毕业设计名字叫“浮游之岛”，扎哈是他
的指导老师，很喜欢这个设计的扎哈就问马
要不要去她那工作。马岩松说“自己和扎哈有
很多相同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重复
自己’”。马岩松说，她特别善于用建筑去契合
具体的环境，环境不一样建筑就不一样。所
以，她没有一定的模式。还有，扎哈认为方块
是千万种形式中的一种，而我们的每件作品
都是在试图讨论现实问题。比如广州双塔方
案，便试图思考并讽刺城市建设一味追求高
度。在这个层面上，“曲线”等手法就只是一种
方式，用它来思考、来隐喻的东西才是建筑的
思想所在。

再者，像北部湾一号，建筑整体形态上
“桂林山水”的隐喻，就试图将自然中的山水
意境引入城市，在城市中造就秀甲钢筋森林
的山水意境，所以在这里你就能看到“绵延山
形”楼群，看到“独秀峰”；其实，我们也在这里
看到了“太湖石”，当然也看到了清晰的“扎哈
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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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与自然“渔歌互答”
#汉斯米尔 !"#$%&%'(!加拿大建筑评论家"访问学者#文 $吴伟 翻译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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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缺席，难逃“丑陋”命运
$ 陈守文 ;本刊特约评论员<

———从加拿大梦露大厦想起北京银河 S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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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内部空间!到处都是流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