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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完成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课程。1963年创立矶崎新

设计室，成为几十年来活跃在国际建筑界的大师，1967年获

日本建筑学会大奖。其作品多为大型公共建筑，设计风格尤

以创新、有气魄著称。作品包括：美术馆、艺术馆、歌剧院

、天文台、办公大楼和居住区。近几年设计了大量作品，尤

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总部大楼、日本京都音乐厅、德

国慕尼黑近代美术馆、日本奈良百年纪念馆、西班牙拉古民

亚人类科学馆、美国俄亥俄21世纪科学纪念馆、意大利佛罗

伦萨时尚纪念馆、日本群马天文台和中国大剧院方案竞赛等

最为著名。 记者：现在中国有很多城市、很多开发商在建一

些外观与众不同的建筑，它们通常被冠以“前卫建筑”的称

号。您怎么看待这种潮流? 矶崎新：我以一个和你们不同时代

的外国人的眼睛来看，我现在渐渐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

势，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

始，有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是

非常大的。我认为，简单地概括“新自由主义”，我们可以

理解为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包括文化，包括建筑等等都

被作为商品来消费的现象。中国虽然现在还是社会主义，但

是已经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近20几年来，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受了它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的结

果就是房地产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关

系产生。 记者：什么样的新关系呢? 矶崎新：作为发展商来



说，房子可以卖多少，可以开发多少，把房产作为一种商品

买卖，但是这里发生的变化是以往在社会主义体制非常彻底

的情况下，主要是由国家来做这些事情，是由国家统一规划

。近20年来，个人开始有权、有能力把房子作为商品买卖。

房产进行买卖当然是对房地产商来说是如何能卖得好，实际

上如何能卖的好，有几个点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关键是卖

点要打个包，比如说价廉物美、包装是非常重要的。整体卖

的时候的卖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间的设计已经成了包中

的一个点，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作为建筑师如何更好的把房产

的卖点融入到设计当中，让这个包裹更加的艳丽。各种各样

的包裹之间必须要有差异，和别的地方之间要有不同的亮点

，没有不同的亮点就卖不掉。 记者：所以建筑设计也成了一

种被消费的商品。 矶崎新：是的。这也是中国比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都有利的现象。2000年之后我对中国的关注更多了

，也更重视了，发现从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上各种各

样的建筑形态在中国只需要五年，就不分先后同时间的一起

消费。也就是说中国对设计的消费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这就感觉昨天设计的东西，今天看起来就旧了。从建筑的历

史上我们来看的话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建筑形态或者是建

筑文化，基本上花上一个世纪才能被消费掉，被认为是老了

，但是20年之后提升到差不多十年，但是今天，特别是在中

国，已经提升到一年一变的感觉，这就造成设计要天天变，

不停的变。已经把设计师逼到无时无刻不停变化的时代。这

样对发展商来说，发展商从住宅这一点上来说，住宅的内涵

差别是不大的，有这么10几种的变化也就够了，这就变成了

追求表面的变化，造成了刚才所讲的设计变成不显眼的东西



。建筑师是非常得可怜，建筑师和发展商的关系变得很矛盾

。而且这种状况只是单纯的在追求一种变化，起不到对建筑

、对文化一种更大goodfeel的推荐作用。生产出来的东西被消

费掉之后，就变成了垃圾，而且中国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到了

极限的状况。同时城市又变成了扔弃垃圾的垃圾筒，老的城

市规划体制在规划着城市，导致了一种完全矛盾的结果。这

个渐渐变成垃圾筒的城市，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把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这并非是通过城市规划体制，通过每天一变的设

计所能改变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衡量的标准引入进来，这

个新的衡量标准不是我这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活的人能

够所评论的，而是需要这个国家的人来挖掘的。 记者：您认

为在这个建筑消费主义的时代还有没有真正的“前卫建筑”? 

矶崎新：作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经历了60年代，特别

是68年在世界上称为文化革命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是文化

大革命，我的建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在1968年的文化大革

命之后，我认为所谓的“前卫”的现代建筑在那个时代已经

结束。一直以来我有这样的理解，所谓的“前卫建筑”是一

个固有的名词，是60年代之后提出的。“前卫建筑”是走在

前面的建筑。历史上所谓的前卫建筑是比较活跃的建筑，那

个时候对于现在有一个目标点，朝这个目标前进的，站在目

标的最前端，站在这一点上的东西被称为“前卫”。在1968

年之后，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因为“前卫”有这样

一个目标点在这里，1968年的革命使这个目标点消失了。乌

托邦已经消失了，也就是前卫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存在

的依据。之后我认为出现的参考点应该是建筑评论，在之后

的20年非常活跃，不只是评论别人的作品，也包括剖析自己



的作品，在评论中“前卫”得到了再生。被评论的建筑师才

得到生存，不能被评论的建筑师最终消失了。在这个过程当

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评论家。然而，自从9.11事件之后，连

评论的参考点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是不很活跃了，这个时

期称之为“后评论时期”。评论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社

会上各种文化发展的动向了，艺术家、建筑师在评论失去活

力的今天，需要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生直接的对话。 记者：

听说您被委任为日本福冈市申报2016年奥运会的项目总策划

人，您能和我们描述下您所策划的福冈奥运会吗? 矶崎新：我

在这里提出的想法，和以前举办过的所有奥运会，以及还没

举办的北京的奥运会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在20世纪

，奥运会的模式是基本固定的，是以大的国家的首都城市为

主的计划。到2008年，东亚主要国家的首都东京、汉城和北

京就都相继主办过奥运会。我想，21世纪的新一轮奥运会不

应再局限于首都城市，而要强调“地方都市特色”。作为奥

运会，应该回归奥林匹克本身的精神，应该是地域性的，因

此我提出了环东亚奥运圈的概念，应该是东海周边的城市，

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

的作品呢?这好比是后评论时期中间对抗的一种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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