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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BB_BA_E7_c57_613263.htm 在设计理念、创意

思维甚至在操作手法上，中国与国外的建筑师是否真的存在

一定的差距？今后在中国这些日益变化的大城市中，是否能

看到本土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建筑师的未来图景似乎还在寻

找之中 如果你关注新闻，就会在最近的任何媒体上看到连篇

累牍关于“鸟巢”的相关报道。“鸟巢”这个词语现在已经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指涉，作为2008年奥运会一个著名的建设

场馆，“鸟巢”现在正备受瞩目，先前的争论已经被更多的

盼望所取代。很多人也因此知道了它的设计者库哈斯&#8226.

安德鲁。 鸟巢、水立方，很多细心人慢慢发现，似乎国内这

些具有坐标意义的大型建筑一直被外国的设计师垄断着，中

国的建筑师们一直处于一种失语当中。 在设计理念、创意思

维甚至在操作手法上，中国与国外的建筑师是否真的存在一

定的差距？今后在中国这些日益变化的大城市中是否能看到

本土设计师的作品？中国建筑师的未来图景似乎还在寻找之

中。 并未接上的轨道 当初，鸟巢方案确定的时候，评论界的

声音走向了两个极端。可无论如何，方案是通过国际化的标

准操作竞标而成的。当时有13个评委投票，其中有6个国际评

委、7个中国评委，其中，中国评委中有4个专家，还有3个奥

组委等方面的官员，这样的组成也是按国际惯例来的。可是

没过多久，就又传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竞标时的方案

将被修改，去掉鸟巢的顶盖。 在国际规则中，这是完全不符

合惯例的。一般在国际上的建筑项目都有着规定，竞标时一



旦确定了方案，在操作时就应该严格按照方案进行，因为如

此大的项目，无论是经费还是设计的整体进行，都牵一发而

动全身。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悉尼歌剧院。从1955年起开始征

集方案，当时一共有32个国家的233个作品入选，最后，丹麦

建筑师约翰-乌特松的方案被确定下来。但是，当方案被确定

并被媒体宣扬得家喻户晓后，人们才发现，以当时的情况，

根本无法实现那样的造型。需要的资金也从700万澳元的预算

变成了1.02亿澳元。因为沉重的负担，1966年新组阁的澳大利

亚政府决定停止雇用约翰-乌特松，建筑师一气之下离开澳大

利亚并发誓永远不踏上澳洲土地。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

改变方案，政府除了募集基金以外甚至还发行了歌剧院的彩

券，最终在没有改变设计方案的情况下，用减少内部装饰费

用的办法完成了剧院的建设，这个过程用了整整16年。 “这

就是国际惯例。” 建筑评论家史建说，得知鸟巢要做修改时

，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于是他和日本著名

建筑师矶崎新等人在青岛发出了一个宣言对此表示不满，但

是毫无效果。因为4名院士上书，给“鸟巢”提出10条建议，

以说明浪费材料，预算超额等问题。最终因为“勤俭办奥运

”等等的原因，还是决定拿掉原方案中的顶盖。 “如果中国

真的想走入国际化，就不能去破坏那些已经成熟的国际惯例

，如果破坏，那么对自己本国的建筑师是极为不利的。”史

建说，“目前来说，国内大多数管理者在对待中国建筑师和

国外建筑师的态度上是完全不同的。对国外建筑师更多的是

尊敬和仰慕，但对于本土建筑师却干涉过多。而与国际惯例

的脱节也会影响未来中国建筑师在国际上的地位。管理者和

建筑师只有成为一种平等的博弈状态，中国建筑师才会有自



己的未来。” 建筑还是艺术？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邀请国外

建筑大师做商业项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据业内人士

说，其实那些开发商大多根本不懂建筑，他们去选择哪些建

筑大师完全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甚至更多是只需让

那些建筑大师挂名以炒热自己的楼盘而已。广州有一个楼盘

，坐落在比较偏远的老白云机场( 16.71,0.00,0.00%)附近，因为

地理位置不佳，所以每平方米起价只有2000多。后来开发商

找到了建筑大师库哈斯为他们设计新楼的美术馆，第三期开

盘后价格马上超过5000.据一位建筑界资深人士透露，某位国

际大师在与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签署合同的时候，只要挂上他

的名，只收钱就可以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无须提供方

案，无须提供交房时间，甚至在那位大师还没有签名的时候

，那笔设计费就已经打进了他的账户。 史建说，其实在国外

很多地方，那些一流的大师其实根本不会去做商业项目，只

做政府的大型公共项目，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实现自己的艺术

理念，而不是以次挣钱。据说著名日本设计师安藤忠雄有一

次在青岛曾经回绝了为一位地产商设计别墅的要求。后来房

地产商想给安藤一块地，让他随意设计，开价也随他便，其

实就是想借安藤的名气提升房子的品位和价格。安藤告诉开

发商，如果让他在城中为穷人设计一套房子或者改造一些老

房子，他会很乐意，但是如果用他在郊区给富人建别墅，他

是不做的。安藤的解释是，那些纯粹的别墅项目只是商业性

的，并没有太多的建筑设计，而如果是改造那些老房子，却

能体现出不同设计师自己的思考。“建筑是与一个城市有关

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孤立的项目。” 安藤的这句话仍然让很

多中国建筑师记忆犹新。 史建说建筑师不等同于艺术家，他



们肯定会有与管理者的对话和博弈，这就是要求开发商与建

筑师能在同等的水准上对话，才能做出优秀的作品，而不是

像中国的大多数开发商和建筑师那样只有金钱关系，毫无交

流。 传统的误区 建筑师张永和说他的想法就是“想让中国的

建筑设计师能有一个集体发声的机会”。这是这位在国际上

已经享有盛誉的国际大师的夙愿。2005年举办的首届深圳建

筑双年展声势浩大的开幕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他的这个

心愿。那次展览虽然被冠以“国际展”的名字，但实际上来

参展的设计师大多都是中国人。 但是从开幕以来，虽然媒体

屡有报道，但针对具体作品的解读却凤毛麟角。参加展览的

著名评论家史建对此颇有微词。 他说近年以来，其实中国的

建筑界一直都在努力地“发声”。而且在一些本土设计师觉

得自己力量尚且不够的时候，纷纷选择了“集群设计”的方

式。“我管这个叫做百团大战。在个人力量还不够的情况下

，一起才能造出声势。” 当中国建筑师大多还是拿建筑当作

“活儿”来做的时候，外国的建筑师早已将建筑当作了表达

个人创作的艺术形式。史建说，从传统上讲，中国人就一直

没有把造房子当作艺术来看待，在古代从乡间民居到皇家宫

殿其实都能归结为一个套路，所以也就无须设计。古代只有

匠人，而没有设计师，甚至匠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留不下。而

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建筑传统又是断裂的。建筑

学又被分到了工科当中。“从中国大学开设建筑学科的那一

天起，中国的建筑师就与人文艺术脱离了关系而被推上了单

纯的工程师的道路。” 中国的建筑以及设计师的未来图景在

某种程度上显得并不鲜明，个别的建筑师在国际上拿到一些

重要项目的设计权，但是从整体来看，那不过只是个案，未



来的城市对于中国的当代建筑师来说还是未知数，而对于规

则的尊重才是一条寻求突破的必经之路。 史建认为，这种文

化传统上对于建筑的不重视和建筑教育与西方的脱节确实是

造成中国建筑师在现在集体失语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未来

，随着中国人对于建筑越来越关心，可能会逐渐减弱这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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