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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语

! ! ! !坂茂的建筑实践!"硬纸
管#是个关键词

要想从强手如云的设计师中脱颖而出，
没有独门秘器是绝对不行的，坂茂的独门秘
器就是硬纸管。

用纸管“种”出一棵棵粗大的立柱“树”，
树顶搭的还是纸做的屋顶，这样克罗地亚萨
格勒布机场新航站楼就好了；先是获准在蓬
皮杜艺术中心顶层搭建工作室，不但免费解
决了 !"名雇员的办公场所问题，还因为此屋
卖门票为中心增加了收入。更奇特的是，因为
这间工作室，坂茂还获得了蓬皮杜艺术中心
新馆的设计权，有评论称新馆“大楼像一顶巨
大的草帽”、“大楼可能会使其展示的毕加索、
达利和沃霍尔的展览都黯然失色”；坂茂还用
纸管在法国南部加尔河上的嘉德水道桥（#$%&
'( )*+'）边建了一座纸桥，整个身躯重 ,-!

吨，由 ./0根直径 00-!厘米、厚 00-1 毫米的
硬纸管砌成；地板由再造纸及塑胶造成；桥桩
则是盛载泥沙的纸皮箱。坂茂说，这一纸筒结
构桥梁十分坚固，可以允许 ."个人同时在桥
上走动。

从 01/!年左右开始，坂茂开发了纸管结
构，并将其付诸实施，他设计了“#2桩宅”“双
顶宅”“家具宅”“幕墙宅”“.3!宅”“无壁宅”和
“裸宅”，这些标新立异但又环境友好的建筑
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坂茂说：“大约 4"年
前，我开始采用这种设计风格时，还没有人谈
论环境，而我则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始终对
低成本、本地出产和可重复使用的材料怀有
兴趣。”他甚至宣称，大家都在说可持续性，但
用了很昂贵的材料，比如，用一些非常贵的玻
璃，为了达到所谓的可持续性，这实际上是浪
费了绿色的材料。所以他一直坚守“不浪费”
的原则。

如果因此说坂茂的作品不艺

术!那就大错特错了

需要说明的是，坂茂之所以获奖，就是因
为它用价格低廉的纸管、竹等材料，为弱势群
体、灾民搭建房屋并让这些房子看起来很漂亮。

坂茂用建筑参与救灾始于卢旺达内战，
0111年他在卢旺达比温巴难民营建起纸质避
难所。随后一发不可收，神户地震、印度地震、
汶川地震、海地地震、日本本州大地震、新西
兰坎特伯雷地震……有灾难的地方就有坂茂
的身影。在普利兹克奖评委们看来，坂茂是位
模范建筑师，这缘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
用高质量设计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行动，以
及他应对人道主义挑战的独有方式。

坂茂的房子总是苦难中的“诺亚方舟”和
标志性建筑。他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半透明近
乎魔幻的氛围”、“其作品的优雅简约及轻松
自如，每一个作品都具有一个新鲜的灵感”、
“他的作品散发着乐观的精神”，这些都是普
利兹克奖评委们的看法。

."00年的新西兰大地震彻底摧毁了基督
城标志性建筑———大教堂，坂茂受命建一座
新的临时教堂。纸管教堂就在拉提莫广场原
大教堂旁边，坂茂设计了一种采用 5""毫米
直径的硬纸卷搭成“6”形结构，外面涂上防水
聚氨酯涂料和阻燃剂，教堂内部可以容纳 ,""

人。“6”字形长纸管嵌入混凝土基座，教堂“6

字”两端高高的“山墙”上镶彩色玻璃。那是一
座漂亮得让人尖叫的教堂：夜幕降临时暖暖
黄黄的灯光透过彩色玻璃，湛蓝的天空、浅蓝
的屋顶隐隐透出浅黄，三角形玻璃拼装起橙
黄红紫绿蓝的色块组成观感软软的幕墙，能
容纳 ,""人的教堂里面，粉黄的灯光沿着“6”
字边缘一溜排过去，齐刷刷仿佛灯光汇演中
训练有素的舞者，光影从屋顶、窗户钻进来跳
跃在墙面上、椅子上，不由分说地渲染出空间
的明暗斑斓，透出无限的生机。坂茂说：“人们
不是被地震杀死的，而是被倒塌的建筑杀死
的。”他还说，聚碳酸酯屋顶有助于保护教堂，
纸教堂的预期寿命至少 !"年，“何况新西兰
民众很喜欢这座教堂”。

日本建筑师在思考最原
始的主题$$$建筑为什么而
建%为谁而建

不知大家读到“被倒塌的建筑杀死的”
时，心中是否一激灵，反正我就好像被人抽了
一鞭子。但仔细想想确实如此，于是建筑为什
么而建，为谁而建就成为问题。恐怕每一个建
筑师都不会为杀人而建筑，但是……

如今，纸板教堂已经成为新西兰坎特伯
雷地震后基督城重建的象征，坂茂用创造性
和高品质设计来应对破坏性自然灾害所造成
的极端状况。."00年日本大地震后，坂茂在
!"多个避难所内建立了 0/""个纸质隔间，使

居住其中的家庭有了更多的隐私。“通过杰出
设计，来应对高难度的挑战，坂茂扩展了建筑
师这一职业；他使建筑师能够参与政府、公共
机构、慈善家及受灾群体之间的对话。”这是
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对坂茂的一致赞誉。
而我要说，坂茂让建筑回了家，为什么及为谁
而建都有清晰的答案：建筑应该关怀人。

关怀人的还有伊东丰雄。在四十年漫长
的设计生涯里，伊东丰雄创作了一系列将概
念创新与建造精美相结合的建筑，作品涵盖
图书馆、住宅、公园、剧院、商场、写字楼及展
览馆等诸多类型，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们说他
是一名“永恒建筑的缔造者”，称赞他“将精神
内涵融入设计，其作品中散发出诗意之美”。

伊东丰雄的建筑同样从遗憾出发，设计
出更舒适的空间。他说：“当一栋建筑完成后，
我会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它转化
成我挑战下一个项目的动力。”因此，没有两
幢伊东丰雄建筑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没有
相同的美学风格；没有预设主题的宣言。你甚
至永远也不能确定伊东丰雄下一步将做什
么，因为他总是想用极简主义手法消除“常规
理解”，创造出可以与空气和风相媲美的轻盈
建筑。

在伊东丰雄的眼里，“自然界极其复杂而
多变，其系统是流动的，但建筑则一直在试图
建立更为稳定的网格系统。网格系统风行世
界各地，因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就海量的
建筑。于是，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伊东
丰雄试图通过对网格的微调，寻求一种方法，
拉近建筑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间的关系，让
人更好用，就像开放并自由组合的仙台媒体
中心内部空间那样。
伊东丰雄同样关注人、关怀人。他与其他

日本建筑师一起投身地震海啸救灾，一起提
出为幸存者设计“共有家园”社区。他说：“救
援中心内没有隐私，也几乎没有足够的伸展
和睡眠空间，而仓促搭建的临时住房仅仅是
一排排的空壳：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些都

是艰难的生活条件。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人们尽量微笑，并且因地制宜……在极端
情况下，人们聚在一起分享和交流———这是
最基本的社区的动人情景。同样，我们在这里
看到的是建筑的原初，以及对社区空间的最
低限度的塑造。一名好的建筑师能够让这样
粗茶淡饭的空间变得更有人情味，让它们多
了几分美丽，更舒适一点。”

伊东丰雄眼里，“共有家园”概念向现代
建筑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质疑。他说：“在现代
时期，人们最重视建筑设计的原创性（一己
的、设计师个人的）。因此，最原始的主题———
建筑为什么而建以及为谁而建———已经被抛
在脑后。当人们失去了一切，建筑设计到底应
该做什么？‘共有家园’可能只是一些纸管的
桁架和一些软隔断的布帘，但它会引导人们
去思考：建筑为谁而设计。”这与坂茂“更应该
为经历自然灾害后失去住所的人们设计一些
更好的东西”的观点高度一致。

“普利兹克”缘何青睐亚洲？
!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文 姜锡祥 摄

! ! ! !不像足球!!"#$世界杯就是深深创痛

的"亚洲悲#$建筑界的坂茂%伊东丰雄%王

澍!从 !%&!年到 !%&$年!素有世界建筑界

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得主都是黄皮

肤%黑头发的东亚人!我们应当高兴'

高兴之余!我们在思考!三位获奖者无

疑都是思想充盈并让建筑充满灵性和美感

的人( 但是! 两位日本设计师让我想到的

是) 他们是用各自的设计语言表达人类未

来趋势的设计先锋(无论坂茂的纸管材料!

还是伊东丰雄的极简主义和微调网格!都

是从*人#出发!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出

发!而努力设计好的作品(

中国王澍的作品同样愉悦身心(*中国

的山与建筑的关系!从来不是景观关系!而

是某种共存关系(#王澍用旧砖旧瓦杂陈着

围合出象山校区! 用极先锋的创作手法叙

述着悠久的中国式建造传统! 他用中国建

筑语言让传统在当代再生! 从而赢得世界

的点赞(

因为普利兹克奖无规律可循! 因此三

人的成功之道也只能称为*各自成蹊#( 但

坂茂面对*您受到东方传统建筑+日本传统

建筑风格的影响吗,#的提问时!说*在审美

意识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过我没有

刻意要建造日本式的东西或者模仿日本的

样式#!他想做的是*为经历自然灾害后失

去住所的人们设计一些更好的东西#!正如

佛家人说的*悲悯情怀#$而王澍!要见的是

那山那水那人的天人合一(

这情怀!正是人类相搀相扶努力前行的

动力!我们希望在世界的舞台上更多地看到

这样的建筑作品!更猛烈的亚洲风刮起(

亚洲雄风
来得更猛烈些

!文清

" 观点

6月 13日，日本建筑师坂茂斩获本年度普利兹克奖，成为第七位斩获此奖项的日本建筑师；截至今
年，普利兹克奖已连续三年把奖项颁给亚洲设计师。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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