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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9F_E6_80_81_E5_c67_467184.htm 摘要： 德国著名建筑

大师托马斯。赫尔佐格自上世纪７０年代起便致力于关注生

态的建筑设计，几十年来，他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保峰教授通

过实地对赫尔佐格先生作品考察，就其设计理念、设计方法

等诸多方面对赫尔佐格先生进行了专访，本文是部分采访内

容。 关键词： 生态建筑及城市 太阳能 设计方法论 第一个问

题是，在“建筑投资”和“保护生态”之间明显存在着矛盾

。“保护生态”从空间上看是为了全世界，时间上则包括现

在生存的人们及其子孙后代；但建筑投资却出自开发商的钱

袋（实际上又转给了该建筑的用户）。在市场经济社会，仅

靠道德和良知似乎并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我参观了Ｄｉ

ｓｃｈ先生在弗莱堡设计得非常好的“能量节余型住宅”，

因为价格昂贵，卖得并不好；那些根据仿生学原理设计的具

有气候适应性的建筑表皮也并没有大量推广；我参观了您在

温德堡及慕尼黑普拉赫的设计作品，在室外温度仅为３ ℃时

，外墙面温度可达 ６５ ℃，即使不开暖气，室内温度也可达 

２０ ℃，您在建筑设计中对 ＴＷＤ卓越的运用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但ＴＷＤ 并未在大量性建筑中普及，这是否受制

于价格因素？ 赫：我认为这里面有三层意思。首先，目前的

油价太便宜了。为一个产品定价，不能仅仅根据生产者所付

出的必要劳动时间，还应综合考虑该产品的储量及使用中给

环境增加的负面影响。原民主德国家庭中设置了巨大的暖气



片，冬季常常过热，以至于不得不去开窗降温，他们不去注

意窗户的质量玻璃、窗框的隔热性能和气密性都极差，这显

然是油价过低之故。油价一贵，好房子的价值就可以体现它

大大降低了后期使用费。最近奥迪公司推出的新款Ａ２ 汽车

，发动机性能及车身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极好，虽只有 ３ 个缸

，但加速很快，且 １００ ｋｍ 油耗仅 ３～４ Ｌ，这样的车

虽贵，但价有所值。 其次，建筑师应思考，如何运用自己掌

握的专业知识为客户节约。我们在２０００年汉诺威世博会

组委会办公楼中综合运用了各种技术手段，土建费用略高，

但节省了大量的设备费用，最终将建筑的总投资控制在普通

高层建筑造价范围内。当我们算总帐时发现，这栋建筑造价

适中，但后期运行费节省，且具有更佳的环境效益。 第三是

法规，必须将每个个体的生态意识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

相结合。德国近２０年来已出台了多个建筑保温规定，目前

正在制定更为严格的２０００版，该规定对建筑的体型系数

、建筑表皮各部位的Ｋ 值，甚至管道的保温方式都做出了极

为严格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对解决上述矛盾是有现实意义的

。 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非

常明显。我们都知道汽车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并且污染空气

，但汽车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工业化国家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提出“汽车进入家庭”的口

号。因为经济的限制，这种进入家庭的汽车暂时还难以达到

发达国家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人口的高密度加上汽车的高

密度必将给城市带来更多的问题。在回归自然的潮流下，中

国却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家庭装修，既浪费资源又难

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但从国民经济角度衡量，家庭装修的



确有利于发展经济，用后即扔的消费模式扩大了内需，这时

局部的浪费反倒有了积极的意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赫： 

私人汽车毁了我们的城市。每辆轿车按 ３５ ｍ２停车位计算

，它们将占用多少高度集约的城市土地？现在在城市中汽车

速度往往低于２０ ｋｍ／ｈ ， ５ 坐的轿车常常仅载一人，

每天仅使用 ２ ｈ，既浪费又低效。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应该学会从人类持续发展的角度，而非短时、局部的视

点看问题。现在的科学技术可以制造出无穷无尽的新东西，

但对于我们来说，许多东西并非像吃饭、喝水及呼吸那么必

要，人类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在德国，我们用检查材

料的来源及其毒化程度的办法去控制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③

。 李： 您在Ｄｅｔａｉｌ杂志上的文章“生态绝非漂亮的托

辞”ＯＥＫＯＬＯＧＩＥＩＳＴ ＮＩＣＨＴ ＫＲＵＭＭ 使我

想到另一个问题，现在许多业主往往将“生态”作为增加卖

点的广告，似乎绿色就是生态。实际上，他们使用的材料不

能循环和化解，过低的密度浪费更多的土地，漂亮的外皮未

必节省资源。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也碰到过这类业主？在

这种情况下，您是放弃追求争取项目还是坚持信念不改方案

？ 赫：非常困难２５年来我们碰到过大量的困难。不仅是业

主不理解，有时同行也不理解，甚至学生都不理解我们。为

了大目标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室内空气不好时，有必要

打开窗户将空气搅动一下，这些年来我不断地写文章、写书

就是在做宣传，希望人们能理解。位于雷根斯堡的住宅在建

成之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栋住宅的节能效果极佳，造价

也不贵，外观又很有特色。“绿色建筑师”只注意节能而忽

视了形式则不行，任何民族都爱美，没人喜欢丑陋的东西。



形式对建筑师来说意味着机会，要给予重视。我是德国巴伐

利亚州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由３０多人组成，有画家

、雕塑家等，我还是柏林艺术家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是个

世界性组织，建筑师福斯特、皮阿诺等均是该协会的成员，

我们探讨如何用技术来表现艺术。你以前学过音乐，一定有

体会，开始练习的是技巧，但技术精美到了一定程度便升华

为艺术。 我的医生知道我是利用太阳能方面的建筑专家，请

我为其在郊外设计一栋利用太阳能的别墅，我请他算个帐：

每天路上花费的时间，油耗，污染，分摊的道路面积加上松

散的建筑占地，这到底是生态还是不生态？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我在《太阳能在建筑及城市中的应用》一书中对郊外别

墅一概不予收录。 李：您在设计中发明和使用了许多新技术

、新材料，如：德国温德堡青年旅社中的ＴＷＤ，２０００

年汉诺威世博会管委会大楼的双层皮幕墙，奥地利林茨设计

中心带内置防辐射格栅的玻璃屋面及干挂式空心陶土外墙等

，对建筑师来说，对新材料、新技术的了解是否非常重要？ 

赫：“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很可能还是错的，重要的是

要了解技术和材料的使用目的。砖是一种使用了数千年的旧

材料，但我们改变了它的制造和施工工艺，降低了自重，减

少了材耗，提高了保温、隔热性能，加快了施工速度并提供

了全天候施工的可能性，这种旧材料的新用法便很有意义。

我喜欢遵循这样的思路去发明、尝试新材料和新技术。 李：

“关注生态的建筑设计”不仅仅是建筑师一个专业工种所能

完成的，它需要多专业的配合。专业配合上您的事务所是如

何操作的？其他专业的工程师何时介入？ 赫：其他专业的工

程师在第二阶段才介入。在第一阶段由建筑师先提出总体概



念。在这种工作模式下，知识面太窄或知识结构太局限的建

筑师是难以胜任工作的。 李：“关注生态的建筑设计”比传

统意义的设计要考虑更多的因素，这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创

造性劳动，设计费是否也会相应地增加？增加的设计费是否

会成为承接项目的负面因素？ 赫：的确，这需要投入大量创

造性、探索性的劳动，在一般情况下，确有困难。但因为我

们走的是一条新技术研究和设计相结合的路，研究的经费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我们可以在每个设计中做些探索。 李

：您在２０００年世博会２６号展馆及林茨设计中心都使用

了风帽（ｗｉｎｄｋａｐｐｅ），基于文丘里效应，风帽具

有拔风功能。但在遍布各地的许多建筑上使用着与功能毫不

相干的符号式构件，如：维多利亚保险公司总部、ＤＧ银行

总部等，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赫：这涉及到建筑观念的问题

。的确有很多人在追求时髦，别的建筑上有的就抄用，如同

捕鼠一般地追求形式。我本人则更愿意基于生态思考或太阳

能利用来创造形式。 李：德国某座带玻璃顶的会展中心采用

了诸如喷水、遮阳、温差拔风、前置水池等许多生态技术策

略，许多专著列出计算机模拟数据证明其节能和舒适，但我

在现场却发现其室内环境并不舒适；据工作人员介绍，２０

００年夏季室内最高温度曾达５０ ℃，不得已，还是安装了

空调机组。我本人曾做过 ３ 个带玻璃中庭的建筑，也都有夏

季过热的问题，空调负荷很大。 赫：玻璃顶因其可以利用太

阳辐射而容易产生温室效应，这本是使用植物暖房的初衷，

但人在夏天是不需要这种效果的。因此做玻璃顶要特别小心

地解决夏季过热的问题。这需要有足够的空间高度以形成足

够的温差来产生带走热量的空气流。另外，围护结构的遮阳



一定要真正起到遮阳作用。我们在林茨设计中心项目中除使

用风帽以外，还使用了带内置防辐射格栅的玻璃屋面便是出

于这种考虑，它的确避免了夏季过热的问题。 李：许多建筑

系学生毕业后便忘了数理化，一涉及到建筑的生态技术领域

，往往感到知识不够。您被公认为德国建筑界中为数不多的

具有科学家头脑的建筑师之一，您认为一个关注生态的建筑

师，其科学知识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 赫：建筑师要掌握的

知识太多，我们不可能样样精通，但概念理解非常重要，否

则我们无法在前期构思时提出具有生态意义的想法，也难以

与其他专业人员沟通。我们无法想像，外科医生在不了解循

环系统的情况下会盲目地为病人做手术。建筑师相当于一个

乐队指挥而非演奏员，他不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但他必

须了解每种乐器的性能以充分发挥其潜力。我本人并不精通

那些物理或力学计算，但我喜欢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们之间的

关系。实际上维特鲁威在２ ０００ 年前便提出了这个问题。 

李：德国有些被戏称为“建筑工厂”的很大的建筑师事务所

，它们作品数量多，但缺乏个性。我注意到，您在讲课时最

常用的词之一是“理性”（ｖｅｒｎｕｅｎｆｔｉｇ），但

您的作品却个性鲜明，这种个性是如何实现的呢？ 赫：我的

目标不是追求作品数量的多或项目规模的大，我不喜欢重复

。我喜欢艺术，我喜欢创造发明新的东西，我喜欢基于对生

态的思考来寻求解答，这本身就是艺术。不同的目标、不同

的手段、不同的条件必然导致建筑类型学上的不同。我的作

品如同我的宠物，它们有的个头大一点儿，有的个头很小，

但都是我花费了心血养育的。 李：由洪堡提出的“研究型大

学”的理念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优秀大学的办学模式，但建筑



学是一个很特殊的专业，自１６７１年始的学院派建筑教育

中的建筑设计教学一直沿用中世纪行会的师徒制，职业建筑

师并不从事学术研究，尤其在德国允许建筑学教授开设合伙

人事务所，这势必牵扯教授大量的精力。而您在研究、教学

及设计实践方面均非常成功，在您的诸多工作中是否也存在

时间分配上的矛盾？您如何看待建筑学的研究？ 赫： 同时做

几件事肯定非常累，但我喜欢这么做。我的设计哲学是“基

于知识的设计”（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ｄｄｅｓｉ

ｇｎ），这需要不断地学习，而研究便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我这儿有些博士生是学物理出身，他们研究的东西我也不全

懂，但我可以请其他专业的教授共同指导，这一过程不仅推

动了技术的发展，出了成果，而且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时代发展越来越快，新东西层出不穷，建筑师绝不能固步

自封，要不断地思考、研究和学习。 李：我认为在材料的选

择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比如，在德国人们大量

使用钢和玻璃，这些材料施工快，可循环使用，施工能耗低

，对施工场地要求小，适应未来功能的变化。但在中国，劳

动力相对便宜而材料却较贵，至少在目前还不具备大量推广

的可能；欧洲的木材已产大于需，而且超过５０年的树已基

本丧失其生态效益，在欧洲推广这些可更新或可生长的材料

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中国因为若干年来森林砍伐太多，目

前森林覆盖率尚不足２０％，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欧洲

相比差距更大，早已给生态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在这种情况

下，推广木材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对生态平衡的破坏。 赫： 你

说得有道理。不能简单地制定一个生态的国际标准。不同的

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条件，还是应该根据国情去决



定。我在非洲一些国家见到过很好的生土建筑，热工性能极

好，室外４０ ℃时室内却非常凉爽。或许钢材暂时还不适合

你们的国情，但能否推广竹子呢？竹子和钢材有很多相似的

地方，强度高，重量轻，又是可生长的材料，甚至可以做成

桁架以解决大跨度问题。中国的钢产量也很大，可以预见，

到一定时候钢材完全可能在建筑中大量性采用。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