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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凝聚的是全中国全世界的经验结晶，凝聚的是古今中

外全人类的生存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深刻地体

会到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

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我们看到，在满目疮痍的灾区道路上

，在如火如荼的民居重建工地上，奔走着来自全球各地的建

筑专家，带来了人类在长期与地震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宝

贵经验，带来了包括抗震、减震、隔震、避震在内的多种传

统与现代技术。震后四川，成了人类抗震智慧同台竞技的大

舞台⋯⋯你从远古走来，绽放传统与草根的风采5月5日，立

夏。农村中一年最忙的时节来了，但青川县骑马乡的木匠马

银却无暇打理地里的农活。去年特大地震中，骑马乡有不少

房屋严重损毁或倒塌。加固和重修这些住房，“至少要忙到

年底去了。”他说。45岁的马银从小跟着父亲学木工，最拿

手的就是建造当地常见的穿斗式木架房。可惜最近几年的农

村建房热中，钢筋混凝土取代了传统的木材，他的手艺很少

有施展的机会。震后，抗震功能更强的传统木架房，重新赢

得了声誉。细心的马银作了调查，有个村在地震中总共死了8

个人，其中7个是被倒塌的楼房砸死的，死在木房子中的只有

一个卧病在床的人，他被倒塌的砖墙压死了。于是，出于抗

震与减少成本的因素，青川重建户纷纷选择木架房。以骑马

乡红光村为例，有近90%的重建户选择了木架房，这为马银

带来了做不完的活，“现在每天的工钱是一百多。”“要说



为什么抗震，主要是结构和材料。”马银说，他成天忙于建

房，但对传统木房的科技秘密却少有研究。在他看来，木架

房之所以抗震，是因为穿斗结构使整个房屋构成了一个整体

，而且房屋本身可以产生一定的变形，消减地震波。“这完

全可以称为建筑版太极拳。”在高级工程师范德明看来，这

体现了东方人“以柔克刚”的思维观念。木架房能以最小的

代价，将强大的自然破坏力消弥至最小程度。我国许多古代

建筑都成功地经受了地震考验，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山西应县木塔以及四川平武的报恩寺等建筑，千百年来经历

过多次地震依然屹立。“实际上，相对于那些宫殿、寺庙使

用的多种复杂的抗震技术，民居建设只需要很少一部分。”

范德明告诉记者，千百年来中国人掌握了很多巧妙对抗地震

的建筑办法，比如能够起到减震器作用的斗拱，比如能够抵

抗水平冲击波的斜撑，比如能够降低建筑物重心的侧脚等技

法⋯⋯普通民居功能简单，甚至用不齐这些技艺，就可实现

地震中“墙倒屋不塌”的目标。但传统木房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了新挑战。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很喜欢挂在墙上的平板

电视，他们老是问马银：“泥巴墙上挂得住液晶电视不？”

的确，传统木房多采用竹子加泥巴的方式做墙，悬挂重物是

个大问题。此外，防火性能差，房屋和地面缺乏联接、底盘

不稳也是很大的不足。“改造墙体，增加防火性能，稳定底

盘，这是传统木架房需要改造的三大问题。”同样是老木匠

，来自广元市白朝乡的袁致春，在实践中对传统造房技艺作

了改良。比如将传统的竹子墙改成砖墙，在木架房下面采用

钢筋混凝土圈梁，并将木架子与地圈梁结合在一起。“年轻

人也喜欢啊，木架砖墙，又抗震又能挂液晶电视，内部装修



也很方便。”袁致春很为自己的创意而骄傲。他还认为，灾

后民居重建，一方面要加强房子本身的抗震能力，另一方面

，是要合理避震，“惹不起，躲得起啊。”只要将房屋建设

在开阔地带，就能大大降低地震带来的损害。当地传统上有

“前不临水，后不靠崖”等选址方法，其要义正是不在危险

地段建房。专业设计团队，同样看重从中国传统中汲取智慧

。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等联合组成的一支乡村重建团队，也

来到了灾区，志在实现灾区生态、人文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告诉记者，他们提

供了多种建筑重建方案，比如采用薄壁型钢作为建筑龙骨，

墙体填充材料是当地的草、竹、土等混合材料，天花板采用

当地生长的竹子搭建⋯⋯当灾区群众提出一些个性化需求时

，设计师们一般都会满足，“只有融入了他们自身思想的东

西，才是有生命的。”在罗家德看来，可持续最本质的含义

是：有生命，能生长。你从海峡对岸走来，带来环保与自然

的气息5月5日一场小雨，并没有挡住谢英俊出发的脚步。年

过半百的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到地震灾区了。去年5月下旬

，原本设在祖国宝岛台湾的谢英俊的“乡村建筑工作室”，

应邀在上海启动了“马尔康爱心援建行动”，计划为广大农

村灾区的民居重建提供技术支持。行动聚集了几十位建筑设

计师，谢英俊是其中的“灵魂人物”。早在1999年台湾大地

震后，谢英俊就开始从事震后重建设计，以就地取材、低成

本、技术适用而闻名。自去年7月进入四川以来，谢英俊的团

队已到过汶川、茂县、绵竹、青川等地，指导建设的轻钢房

超过1000栋，并且数字每天还在增加。就在同一天，青川县

沙州镇江边村四社的刘玉恩，正在对新居进行室内装修，预



计一周后就可完工。刘玉恩很满意，因为120多平方米的新房

，才花了5万多元，平均每平方米不到500元。要是修砖混结

构，至少总价8万元。刘玉恩省钱的秘诀，就在于老谢带来的

轻钢房。去年底，当老谢的团队到达沙州的时候，他这个村

支书正在为重建资金发愁。但老谢解了难，说轻钢房修下来

平均每平方米四五百元，又便宜抗震性能又好。于是，刘玉

恩与村民们都动心了。轻钢房源于美国，已有100多年历史。

建筑原理上与木架房相似，也是通过降低自身重量、增强建

筑物整体性来实现抗震，造价和木架房差不多。它不需要焊

接，只需用螺钉固定在一起，所以价格比一般全钢房便宜很

多。农历腊月十八，江边村“尝鲜”建设轻钢房。最先动工

建设的几家人，被好奇的邻居围观正好，这为工地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劳动力。于是，谢英俊的“协力造屋”的全新理念

顺利落地。在他的动员下，几家人组合成一个建设团队，大

家一起建房，并且不同于当地的“换工”不需要主人家管饭

。其实，“协力造屋”是祖国宝岛台湾10年前的“发明”。

把震后失去房屋的人组织起来，既为重建提供了所需劳动力

，同时也解决了就业难题，还节省了建房成本。刘玉恩算了

一笔账：当下建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共需两百多个人工

，仅此一笔需要费用两万多元。即使是提供饮食，天天烟酒

肉，几个月下来也开支不小。因此，“协力造屋”的设想一

提出来，就得到了村民的积极回应。不出一个月，仅沙州镇

就组织了80多个这样的建房互助社。虽然在日本和美国，轻

钢系统是用来盖高级房子，但来到四川灾区，谢英俊一心想

为农民降低房屋成本，所以他结合当地的传统技法，以竹料

编墙，以稻草混合泥土填充，在绵竹九龙镇建了一个轻钢示



范房。这种草土墙，冬暖夏凉，室内外温差可达10摄氏度。

如果农民自己造，每平方米造价可以低至三四百元。然而，

也有一些农民并不认可老谢的生态环保与廉价造房的理念，

在参观示范房后传出一个笑话：“墙上都会长蘑菇”。大家

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砖头水泥结实，而且“很现代”。在

汶川草坡乡，谢英俊团队用村里产的竹子制作竹屋顶，做好

之后，前脚离开，户主后脚就把竹屋顶拆了。谢英俊只好妥

协，另想妙方。他建议当地人利用旧砖，没有砖就在钢柱之

间拉上双层铁网，以废墟的渣料混合水泥填充作墙。总之，

尽量做到化废为宝。也有因地制宜的新招，从当地涌现。青

川县骑马乡里坪村最早建造轻钢房的苟永金，一家四兄弟建

了一栋四套的联排房。苟永金用木板制作楼上的双层墙，中

间填以胶水粘结的木屑。你从异域走来，科技与细节是你的

宝典尽管时间过去了好几个月，但跃进村村民陈圣双还是忘

不了高鼻子的援建者保罗。去年11月初，保罗作为视博恩公

司&#8226.慈福行动中国区聘请的技术负责人，来到了绵阳市

安县永安镇跃进村7组。村民们发现，这个老外做事比任何人

都认真，为了监督建筑质量，几乎天天泡在工地，“冻得清

鼻涕都流出来了，还坚持趴着检查钢筋。”跃进村距离北川

县城仅10多公里，大地震中，55户人家中有54户人家的房子

被夷为平地。因此，“要建就建再也震不倒的房子”，几乎

所有村民都这样想。“我就是干这个的。”保罗的家在澳大

利亚北部，那里地震活动频繁，保罗20年研究抗震建筑，技

术沿袭自欧美等国，强调通过增强建筑物的坚固性和整体性

来抗震。保罗刚到村里不久，就有村民跑来问他：“为什么

不在房子下面加一个隔震垫呢？”原来，村民通过媒体知道



有这新科技，却发现自家的重建房没有这样设计，有些失望

。“隔震垫会让造房成本增加10％左右，对于农村低层建筑

没有必要。”保罗解释，普通民房只要采用全框架结构，就

足以抵抗一般强度的地震。在应对地震的理念中，有“隔震

”，有采用框架结构来“抗震”，还有“减震”在房屋内部

设置一些消耗地震能量的装置。在四川的灾后重建中，汇聚

了来自全世界各门各派的抗震技术。比如“隔震”派，其技

术1906年源于美国，由日本发扬光大，有叠层橡胶、旋转弹

簧等多种产品，一般使用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物中，震

后我省的遵道中学等公共建筑采用了这种技术。比如“抗震

”派，有东京大学藤井明教授为首的专家组，带来先进的剪

力墙结构，准备应用到北川的香泉乡中心小学的重建中。村

民们也要求保罗拿出最先进的抗震技术来。他们问：“为什

么有些使用了圈梁和构造柱的房子还是倒了呢？”每到这个

时候，保罗总是耐心地解释，结构只是影响抗震性能的一个

方面，除此之外，设计、材料、施工都非常关键。在实际施

工中，保罗就发现不少细节问题，很多甚至是在设计时就忽

略了的。他拿起一张纸画给记者看，“经过转角的圈梁内的

钢筋，不仅应该有横向的，还必须添加几条斜向的，由此来

增强圈梁对于不同方向的地震波的抗击力。”在铸造圈梁和

柱子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爆模（指钢筋露出了表面）等现象

，必须立即返工。“毫无疑问，如果能够把抗震、减震、隔

震等技术都融合在一起，无疑最好。”保罗说，但基于成本

的原因，实际上全部用到这些技术很难。不过，在框架结构

的房屋中，可采用一些比较脆弱的材料作为填充墙，地震时

它们很快被破坏，能吸收掉一部分地震能量，减小破坏程度



。这实际是贯彻了减震的理念。“那么大的地震，完全不破

坏是不可能的。为此，被动破坏不如主动‘喂’给它一些，

对主体的破坏就小了。”这与中国人传统的“舍车保帅”思

路是相通的。在综合各派的基础上，新西兰人带来了刚柔并

济的建房思路。新西兰华人科学家协会主席余嘉顺向记者介

绍，新西兰多数住宅都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作结构基础，木基

结构板材作上部结构的办法。下重上轻，强度高，抗震性强

。对这些理念，当地人不容易理解。他们认为只有用实心砖

砌墙，才够结实。于是保罗一次又一次解释，即便是在西方

，建房也不只是石头的天下。在青川县东河口青竹江畔，有3

栋“加拿大血统”的小木屋已经竣工。今年内，约500栋这样

的北美风情木屋将在青川建成。据加拿大木业协会的副总监

斯蒂文介绍，这种木屋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没有一幢坍塌

。“它不仅结构轻巧，还在于钉子特别多，房子联接稳固。

”并且，这种木屋的外墙，是用坚硬木材制成的外墙板，钉

在由一根根木条架好的墙骨之上，这样房屋更稳固。斯蒂文

透露，加拿大木业协会将继续在青川和整个四川灾区培训这

种木屋的工人和设计师，让加拿大建筑智慧在四川生根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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