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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冯格尔坎设计的柏林火车站被媒体称为建筑史上的杰作

。但是该建筑不仅使其卷入了司法纠纷，甚至一场狂风居然

将一根将近两吨重的黄梁吹落在车站的入口处。尽管德国铁

路公司已经公开表示，事故原因是技术故障以及施工过于匆

忙，但这件事给格尔坎带来无穷麻烦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接

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专访时，他表示最大的心愿是不要使在

中国的项目受到影响。 高楼越建越多，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

量 德国之声记者问：众所周知，德国许多大型项目均出自您

的手笔，例如汉堡和斯图加特的机场、莱比锡博览会会址和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扩建工程等。您为何还要参加中国建

筑项目的竞标呢? 格尔坎答：到中国参加竞标完全是出于偶然

。1997年，我们受德国联邦政府的委托，为北京的德国学院

设计图纸。我们在竞标中胜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跟中

国建筑工人一道完成了德国学院的建设。之后我们接受中方

邀请，在一个著名的博物馆举办展览，介绍我们的项目。我

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那次采访的节目在几周内多次播出

，于是我就在中国一举成名，目前我们在北京和上海都已建

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 问：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日益加快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批评中国高层建筑的同时，以全球第一

高楼日本开发商南森稔为代表的一派却坚持，亚洲城市建设

应该走高层路线。他们认为，鉴于历史、文化和人口密度等

因素，欧洲型的以中低建筑为主的城市结构是否适合于亚洲



现代化的大都市，很值得研究。那么您是什么意见呢? 答：纵

观亚洲，尤其是中国数百年的城市建筑史，除了高层宫殿之

外，主要是低矮的胡同平房建筑。高层建筑对他们来说，是

一场建筑史上的革命。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摩天大楼已经多

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当代中国，大城市如果没有摩天

楼，那简直无法想象，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实力

和拥有美好未来的信心，但是高层建筑并不意味着更高的居

住密度。事实证明，10层、15层高的楼房居住密度与摩天楼

是一样的。 中国人之所以偏爱摩天楼，我认为是为了满足某

种心理需求，中国业主往往将高楼大厦视为自己的荣耀，视

为自己富有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高楼大厦越建越多，我

们在大连就建有3座370米高的高楼，其实我们以前从来也没

有建过这么高的楼房。 问：作为资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

您如何看待中国的这一发展趋势? 答：我并不反对在中国建高

楼，但是我对中国的城市化质量很不满意，例如街道越来越

密，影响了街道两旁居民的交流，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质量。城市居民一定要有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我们在临港开

发区的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就力求避免这样的错误。我们在临

港只规划了两座高楼，其余的建筑高度都很低。 解决交通拥

堵，建立交桥不是根本办法 问：21世纪是一个属于城市国家

的时代，建设具有优越功能和良好环境的城市结构至关重要

，您认为，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结构缺陷何在呢? 答

：摩天楼并不意味着居民居住面积的扩大。因为楼越高，高

楼间的空地也就越大，这些空地均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只能

用来停车或建马路等。因此紧凑的楼房结构是更好的方案。

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的居民人数不直接取决于楼房的高度。



另外，坦率地讲，尽管我已经去过北京50次，但是我只对北

京的东北部有些初步的印象，我对北京的南部和西部一无所

知。我对上海的了解多于北京。我虽然去了不少地方，但我

仍难以辨别方向。 总之，无论北京还是上海的城市结构都已

经定型，难以作出本质性的改变。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

，建立立桥不是根本办法。以伦敦和巴黎为例，开车要花很

长时间。有一次，我在伦敦要办一件事，我当时问出租车司

机，开车去办事的地点需要多长时间，司机说，两个小时，

他同时还告诉我，如果乘地铁只需20分钟，步行10分钟就到

。 我认为，解决北京和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最佳办

法是呼吁这些城市的居民减少开车的次数。纽约就是他们学

习的榜样，那里很难找到停车位置，租一个停车场的花费相

当于租一套公寓，所以那里的居民早已习惯乘出租车。我女

儿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一向骑自行车外出。当然，对于中

国的大城市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建设完善的短途交通网络。 

问：与德国的许多建筑相比，中国新建的住房或办公楼很容

易在短期内变得陈旧。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答：以我个

人的经验，有些中国投资方不太注重房屋的质量，在施工过

程中经常使用价格低廉的建材，而且许多技术细节也都没有

得到妥善处理。他们过于短视，也过于急功近利。 建筑风格

成熟，要不受流行趋势所左右 问：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

国际建筑师纷纷登陆中国的建筑市场，但是由他们设计的建

筑，例如北京国家大歌剧院也引起不小的争议。于是有人主

张更多地采用中国自己的建筑师，强调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

要更具中国味儿。您认为，中国的建筑师具备挑战西方建筑

师的实力了吗? 答：当我八九年前首次去中国时，我看到的大



多是模仿美国的玻璃式建筑，外加中国传统建筑元素的产物

，例如玻璃材料的建筑物上建一个中国的福塔尖顶等。现在

再去那里，已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比较有实力、不受时代限制

的建筑物了。我认为，我们也为中国新建筑风格的成熟做出

了自己的一份努力。我们的建筑都不受流行趋势的影响，非

常注重利用现有的材料、条件和技术，解决现存问题，例如

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等。我们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方案，以

我个人的观点看，是具有中国味儿的，但是这种中国建筑特

点是全新的一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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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