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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微品缘于一个简单朴素的愿望：即便是

面向城市主流建筑的设计工作，我们依然需要

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现象不断地进行内省和反思。

时常让我们困惑的是：就当代建筑学的成就

而言，中国已不乏获得普利兹克奖和阿卡汗建

筑奖青睐的优秀人物，但在光芒四射的明星现

象背后，仍掩盖不住专业圈层整体思考的迷茫。

建筑学本身是一门批判性的学科，它并不屈从

于政治意图和商业谋利。而在中国城市化的进

程和市场化的膨胀中，建筑师有时会比较被动

地成为利益嫁接的专业工具，当然，在世界范

围看亦如此。

事物终有两面。2014 年后，中国民用建筑

设计市场的不断萎缩，导致很多设计公司开始减

员，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些东西。建筑

微品最初是作为一个公众号发起的自媒体，它

集中于 2014—2016 年以 CCDI 主创建筑师圈层

为主体、辐射到行业链的一系列原创思考记录。

每期一位轮席主编，以邀稿的形式，汇集短小

精炼、原汁原味的笔录。如今，我们从互联网

回归，从 120 多篇短文中精选出 57 篇，其中大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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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作者并不来自 CCDI，但他们代表了一个以

大型设计机构为模糊边界的思考生态圈。我们

发现，这个生态圈生机勃勃，不断延展。

祝愿这群原创作者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上

越走越自信，也祝愿这本新鲜的小册能够得到

建筑之外的公众的喜爱。几十年后回看，它也

是一个关于建筑师时代的心绪标本。

庄葵  艾侠
2017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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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性

1929 年，柯布西耶以“精确性”为题，集

结 “南美之旅”的演讲稿成书，把现代主义的思

想带到新大陆。书中充斥着对精准、光洁的机

器美学的赞美。也许我们可以展开大胆的设想：

新大陆的阳光、空气、风土、文化、身份、社

会等的差异刺激了大师对建筑、城市问题的重

新思考，进一步拓展现代建筑的材料、形式语

言；“纯粹主义”的精确立方体转变成为更为复

杂、原始、由意愿驱动的主体感受，成就他晚

年作品的不朽。

2012 年末，历时 2 年，累计报名方案达 150

个，前后历经三轮遴选的国家美术馆新馆设计竞

赛尘埃落定，最终法国人让 · 奴维尔折桂。中选

方案没有在社会意义上做半分的纠结，以一个艺

术家的直觉，取石涛“一画”的理念，“一”笔

下去，“墨分五色”，把握分寸，精准传递出中国

书法及水墨画的独特意境，妙不可言。通过石

材、玻璃以及一些新型材料的选用，充分利用材

料的反射性、半透明性，让“立体一”的设计方

案充满变化和流动。大师用一种书写的方式，艺

术性地“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创造出“瞬间

永恒”的意蕴。

精
确
性

●

朱
雄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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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轮调整之后，多方意见综合，“黑”由浓

变浅，“墨”份少了，“水”份多了，原来期待的 

“黑”里面的“黑”不再，画面层次变得单薄。

也许是先入为主吧，见过“黑”之后便不再期

待“白”。

建筑好比诗，通过建筑特有的“语言”，用
“形式”精确呈现，最终的结果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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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的诗意

《素问 · 玉机真脏论》：“东方，木也，万物之
所以始生也。”

木有五德：具温润、匀质地、声舒畅、并刚

柔、自约束。古人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木的性

格特征，还被儒家用作对君子品行的要求。古

人对于木的喜爱可见一斑。

当代社会，大量工业材料制品广泛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其快速、低廉、可复制的特性成为

社会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木头作为一种有

灵性的材料，更显得与众不同。很多优秀的设

计师仍热衷于设计木质的作品，他们努力挖掘

隐藏在木头中的智慧，塑造新颖的外表，赋予

其独特的魅力。在建筑世界，水泥、钢材、石

材质地冰冷，唯有木材游离于外，赋予我们对

自然的原始想象，讲述生命中某些重要的主题。

这些作品各自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却都透露着

对事物和生命的热爱，情感于木的纹理之隙蔓

延开来，日常生活与岁月痕迹纠缠其中，木器

之美，万物之所以始生。

西班牙设计灯饰品牌 LZF LAMPS 以切削成

木
的
诗
意

●

王
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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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的原木材质，变化出优雅细腻的唯美线条，

利用多变的颜色与透明度表现出温暖质感与自

然清新的空间氛围，木材以一种没有质量的状

态重塑出生长的意向。

这是 Enzo Mari 为 DANESE 所设计的 EDITIONS 

FOR CHILDREN 系列积木，是兼具拼图与猜谜

要素的产品。以一块木板切割而成的 16 种动物

的轮廓，离合产生无穷无尽的故事，通过容易

识别和富有特征的形态（驼峰、象鼻、长颈鹿

脖子）与抽象元素（几何和补充形状）之间细

腻和平衡的关系来激发孩子的感知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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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东丰雄：超越现代主义的实践

从早期白色 U 宅到仙台媒体中心，再到近

年的实践，伊东的实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无论

空间形态上从规整到后期的自由、圆滑，还是

功能布局上从清晰到后期的模糊暧昧，都反映

了伊东的实践从现代主义的束缚中得到了解放。

但是纵观整个伊东实践发展的轨迹，便会发现

这一系列的突变并不是偶然的、无根的。早期

的伊东便深受新陈代谢运动的影响，虽然其早

期建筑实践仍然局限于现代主义的经典思想当

中，但很早便提出建筑在信息化的社会应该有

别于在现代主义时期所在的社会所呈现的特征。

因而从风之塔的设计开始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

和幕墙技术，反映风的流动的形态，到后来抛

开形式的约束，运用电脑算法生成形态，运用

模拟软件对建筑进行空间推敲，运用分析软件

对结构和施工进行模拟等，都映射出伊东并不

拘泥于一成不变的风格，而是不断变化去适应

我们信息化和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

在伊东的实践中，所有的技术都是实现空
间的手段。对于技术的应用可以让建筑师的想

象力得以发挥，实现非一般的形态，而这些都

让建筑师从现代主义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功能

伊
东
丰
雄
：
超
越
现
代
主
义
的
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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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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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不再明确，建筑的元素——墙、柱、楼板的

关系变得暧昧，而空间变得具有动态特质。而

这样的空间，也许是我们的时代或者未来之于

现代主义时期的社会差异的反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