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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4_B8_93_E

8_AE_BF_E7_8E_8B_E6_c57_613849.htm 中国馆将首次登陆威

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详解水城“瓦园”计划 6万块来自

中国旧建筑的瓦片将在当今最著名的当代建筑艺术展上构建

一片“瓦园”。这就是将于9月8日开幕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上首个中国馆的相貌。作为中国馆策展人，建筑评论家王明

贤解释了如何用旧瓦向西方人展示既有文化传统，又关照当

代生活的中国式“空间”。 王明贤认为，中国馆首次参加威

尼斯建筑双年展，应该避免主流，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切入到

双年展中。 阐释主题 用传统文化参与当代建筑 新京报：“瓦

园”这个主题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吗？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王明贤：在我们国家，到处都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拆迁、

改造，一片混乱，所以范迪安和我在开始策划的时候，就想

应该和现在的城市发展有关系，以及考虑如何让传统的文化

资源参与到当代建筑中来的问题。 这样创造出新现象，不仅

我们关心，对国外的建筑师来说也有启发。范迪安馆长和我

不谋而合，都想到王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在设计中国美

术学院象山校区的建筑时就用了很多旧砖旧瓦，还对城市、

新旧关系等有很多研究。 新京报：是王澍提出了这个方案，

你认为这个作品意义何在？ 王明贤：我们与王澍沟通后，他

很快就想出了“瓦园”这个方案，我刚看到的时候既震撼又

担心，因为开始计划运25万片从江南各处拆下来的老瓦到威

尼斯，修建一个1600平方米的建筑，很有气势；但是同时也

担心万一没经费怎么办，所以心里也有替代的方案。后来做



了一些调整，瓦减少到6万片，建筑面积也减少到800平方米

，后来也找到一些赞助，加上政府拨款，终于可以实现了。 

我觉得这个作品的意义，一是这些拆下来的旧瓦，本来是废

物，现在用在新的建筑上，这个转化很有意思；其次瓦在中

国建筑中是一个重要元素，但是现代建筑中用得很少，王澍

是把瓦平铺成一个斜坡，和传统不一样，但是走上去又有那

种比较矮的俯视角度，又和传统中国画的角度差不多，这个

很有意思。 确定人选 王澍的设计有种禅宗味道 新京报：选择

参展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标准是什么？ 王明贤：为什么选择王

澍，我个人考虑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从国际上来说，王澍

在国外活动不是特别多，把他推出去还有新鲜感；其次从国

内来说，他本来也是最活跃的建筑师之一，而且五年来一直

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在杭州、宁波等地都有大建筑项目；另

外，他也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因为参加这样的大展有一

些不确定的因素，需要不断调整、随机应变，这次合作下来

，也确实证明他有这种能力和智慧。 此外，今年的建筑双年

展也请艺术家参加，因为许江在象山校区建筑方面和王澍有

很多合作，他画的画也和建筑有关，所以也邀请他参加。 新

京报：王澍算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建筑师，你觉得他和张永和

这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人比起来，有明显的“本土特

色”吗？ 王明贤：当代人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王澍虽然

没有在国外学习的背景，但也部分地受到国外设计思想影响

，这是肯定的。但是他对建筑有自己的理解，这一点非常难

得，甚至在没有到国外去看之前，从书上看到的东西就领悟

出很多。从全国来说，现在很多搞现代建筑设计的是出国留

学回来的，设计的概念、造型还比较格式化。王澍首先还是



个当代建筑师，但是他又像个文人，所以看他的设计有种禅

宗的味道，能看出他自己的道理，我想这是比较独特的地方

。 预期效果 对国外人来说比较新鲜 新京报：听说在场地上出

现了些曲折，最终没有室内展厅，这对中国馆有影响吗？ 王

明贤：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包括处女花园的空地和室

内空间，但是那个室内空间是个油库，地方不好，还有汽油

味。今年我们想把场馆换到新闻中心那块地，但是他们实在

腾不出来，油库也出租给别人了，于是我们就没有室内的展

厅了。后来他们给我们一块地，可以搭一个展廊，许江作品

的印刷品可以在那里展出。 因为“瓦园”实际上是把瓦平铺

上去，有两三米高，走上去可以看到那个展廊。 新京报：你

期望展览达到怎样的效果？ 王明贤：这是中国馆第一次参加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我们考虑应该和威尼斯建筑展的主流不

一样，还是从当代艺术的角度切入到双年展中。如果有很多

图纸、模型，虽然看起来更像一个建筑馆，但是观众不一定

懂，效果也不一定好。我们想使要展示的东西能更清晰地呈

现出来。实现王澍的作品，效果非常壮观。而且对国外人来

说，用旧材料做新建筑，这样一种中国式的低成本、大规模

的实践，是比较新鲜的。 新京报：1999年你策划“中国青年

建筑师实验作品展”的时候还颇费周折，但是今天，张永和

、王澍这样的建筑师们既不缺媒体曝光也不缺工程项目了，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中，你觉得当今的建筑师的“实验精

神”应该怎样发挥？ 王明贤：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有的“实

验建筑师”已经变成纯粹的商业建筑师，设计的东西都是一

个形式复制出来的。生存环境的改变对艺术家、建筑师的创

作有很大影响。我觉得现在要继续实验，方向应该对中国当



下的各种城市问题进行探讨，提出建筑方面的解决方案。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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