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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5_BC_A0_

E6_B0_B8_E5_92_8C_EF_c57_612186.htm “大家熟悉的建筑是

用玻璃、钢、石头等造出来的，有着封闭的墙，是静态的，

但是现在，借助‘魔方’，我们向那种古老的建筑说声再见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魔方”）主建筑

师张永和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12月12日，“魔方”揭开

神秘的面纱：夜幕降临，LED灯光变幻，营造出梦幻般的意

境。“这是一个全透明建筑，甚至没有边界。透过镂空的外

围可以看到内部建筑结构，仿佛一个透明的人，可以看到五

脏六腑。”张永和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建筑，让大家从注重

造型的理念中走出来。对“魔方”来说，利用雾和灯光，“

型”被化解掉了。 一直强调房子的合理、好用、经济，张永

和反对让建筑跳出来。在普通大众脑子里，建筑就是做一个

最奇特的型，大家一看，有震撼力，建筑师的工作做完了。

张永和一直反对这个，他认为，建筑仿佛舞台，是退到后面

的，是为人们的生活而准备的。 张永和表示，其实“魔方”

运用的都是一些成熟的技术，因为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大家

觉得用在展览建筑上更恰当，实际上有很多技术都可以用在

普通建筑上，包括太阳能、雨水收集、改变微型气候的雾等

。 “魔方”建筑屋顶上安装了2200太阳能集热屏，收集太阳

能生成的95℃热水，通过超低温发电新技术，输出电功率超

过200千瓦以上，这些电能可用于建筑展览和日常用电。 “魔

方”外立面材料拟采用聚碳酸酯透明塑料(7910,375.00,4.98%,

吧)管，将各种技术设备管线容纳其中，聚碳酸酯希望用上海



每年产生的几千万张废旧光盘回收清洗再造。另外，通过雨

水回收处理，“喷雾”技术降低局部环境温度，净化空气，

带来舒适的小气候，而且还能按照程序控制，在建筑立面上

形成丰富多彩的喷射图案。 “建筑师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懂

点艺术，他实际上是人类环境的工程师。我希望建筑能往一

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张永和说。《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宣布你担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这一

任命时，MIT建筑和规划学院院长安得勒&#8226.桑托

斯(Adele Santos)希望你能带领建筑系“开创新天地”，经过

这几年，你做到了吗？ 张永和：MIT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研究

大学，之所以全世界找新系主任，是希望外来的人能带去一

个不同的理念和看问题的角度。我认为美国建筑教育问题很

大，它过于强调抽象的理论，跟建筑实践脱节得厉害。而且

，美国强调宗教（有清教传统）和意识形态（崇尚自由市场

），文化上总的说是保守的，其实建筑界也是如此，不开放

。 MIT是美国甚至世界上技术上最强的学校，我强调怎样去

调整建筑教育，真正与今天的社会发生关系，使环境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有所改善，而不是强调形而上的抽象的理论和

建筑外部的形式。这是一个大的态度。2005年MIT 在美国大

学建筑类专业排名中排第8 ，而今年的排名则跃升到了第2 。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评估，可见，大家对我们的改革有个积极

的认同。《第一财经日报》：你对中西建筑都很了解，那么

中国的建筑教育问题是否更严重？ 张永和：中国建筑教育问

题的确更严重，中国大学太受市场的影响，太少研究含量，

技术含量也谈不上。过去30年来中国盖了无数的新房子，但

技术上都是老房子，咱们用的结构技术，很多100多年没有变



过，因为没有人去研究。市场和建筑界一个积极的、互动的

关系没建立起来。 如果想建立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的

学校就不能跟着市场走，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做些研究，有责

任把新的理念、新的技术介绍给业主，介绍给社会。技术没

有那么神秘。如果大学里教学的态度那么保守，或者根本不

教先进的技术，那么中国建筑业想真的赶上来，道路很长。 

《第一财经日报》：您经常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是否感受到

中西建筑理念的碰撞？ 张永和：其实，我更多看到的是西方

建筑思想被中国引进，包括西方一些大师在中国设计的标志

性建筑，而中国很多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也有西方的渊源。这

也是正常的。我觉得，中国建筑师接下来要更有意识地反思

西方的影响，这个工作已经迫在眉睫了。 如果大家都是埋头

苦干，而不去考虑这些，中国建筑的成长就是个问题。我并

不那么乐观。并不是说中国有了那么几个特殊的建筑，中国

建筑的整体水平就带起来了。“鸟巢”的设计师是瑞士人，

瑞士建筑水平高，并不是因为有人能设计“鸟巢”，而是走

在街上，发现大多数建筑质量都不错。 而在中国，一大堆建

筑跳出来，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质量没上去。比如像央视新

大楼，你喜欢与否都不要紧，实际上这个建筑跟我们日常生

活基本没有关系。比如我，住在北京西北边，很少去东边，

即使去，也就是看上几眼，如果是商场，还会进去买点东西

，还有点关系。所以，这种重要建筑，一方面的确很有意义

，另一方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没关系。也就证明，大家对

它的认识就当做一幅画看，这实际上脱离了建筑的本意，还

不如就在家里挂张画。《第一财经日报》：国内很多知名建

筑是国外设计大师负责的，包括央视新大楼、“鸟巢”、水



立方、国家大剧院等等，你怎么看待这些标志性建筑？ 张永

和：前三个建筑与国家大剧院设计完全不在一个水平，后者

可能是我们学校大二学生的习作。水立方的技术含量，学生

设计不出来；“鸟巢”的结构复杂性，学生设计不出来；央

视新址在形式上的突破，学生根本不会想。并不是说大剧院

不好，其实就是这个水平。业内人士看来，就是基础物理学

和相对论的差异。如今是市场加媒体的时代，媒体对市场的

影响其实很大的。这使明星制变得很重要，因为有商业价值

。比如LV和GUCCI，你有钱，没有判断能力，于是你信任这

些品牌，这些品牌也就生效，这很自然，我绝对不是批评。

但中国建筑不能停在这儿，需要自己有判断力，我们到底需

要什么。咱们请这些建筑大师过来，真的很棒，但大家不想

想，为什么不请国外最好的城市规划师，请国外最好的社会

学家帮咱们来看看城市大系统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

在你看来，我们更需要城市规划师？ 张永和：我们的城市面

临交通、能源、环境、安全、是否方便、舒适等等问题。小

孩上学、日常购物是否能就近？每天到底多少时间花在路上

？国外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些问题的研究，包括规划师、交通

工程师、能源专家等等，都是很专业的。现在咱们不请这些

人来，不关心这些，其实我们更需要他们，他们的工作是真

正跟老百姓每天的生活发生关系的，而不是央视新大楼等。 

目前中国自己的城市规划理念非常落后，考虑的只是城市作

为经济发展的载体，没想到城市作为一个人生活的环境的重

要。我们光做些表面的、装饰的工作。中国造了25年的新城

市其实宜居的城市不多。一个城市的居民不应该接受和容忍

这样既有噪音污染，又有空气污染、交通不便利、买菜困难



的城市。 我不光是一个建筑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

北京的情况不如上海。地面交通、城市布局的密度、商业混

合的程度，上海都比北京好，当然这是指浦西，不是浦东。

浦东交通现在看起来比浦西好，那是因为没住满，住满了，

绝对不如浦西。浦东是一个不能行走的城市。浦东就是北京

，容量没满的时候，似乎有些优势，一旦密度与浦西一样，

情况一定比浦西糟。 《第一财经日报》：你一直比较关注建

筑和城市的关系，怎么在工作中考虑建筑和城市之间的有机

结合？ 张永和：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你自己有一幢好的房子

或者公寓，但是城市不方便，环境很差，你不就是被软禁了

？人们首先是生活在城市里，然后才是住在房子或者公寓里

，不要颠倒了这个关系。如果上班路上要花几个小时，肯定

影响心情。建筑不是一个虚的东西，城市的方方面面对生活

的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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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