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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3/2021_2022__E9_9D_92_

E6_B5_A6_E5_AE_9E_E8_c57_613872.htm 在上海的青浦区，

一场大型的由政府主导，建筑师合唱或独唱的新城建设舞台

剧正如火如荼地上演着。随着一个个小高潮的推出，上座率

也显见得越来越高，关注度和知名度也随着其有策划和有力

度的“炒作”而节节攀升。2006年4月，美国麦格劳-希尔建

筑信息公司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建筑峰会上专门安排了“青浦

实践”研讨会，青浦康桥水乡（Ben Wood设计）、青浦私营

企业协会办公楼（大舍建筑设计）分别获得了《建筑实录》

首颁的“好设计创造好效益”最佳居住建筑和商用建筑奖。

刚刚过去的6月，一场有库哈斯、矶崎新、张永和、马清运、

刘家琨等国内外当红建筑明星作为嘉宾的大师论坛更是把这

演出推到了众人的视野中。 话题继续《时代建筑》2005年第5

期曾作过的青浦专题。不过当时更多的是对“青浦建筑实践

”的概念和要旨推介性的报道。一年之后，更多的是对这个

现象有了一些分析性的思考，并无褒贬，点评而已。 江南水

乡的“超大众审美”解读 青浦区的著名古镇朱家角是上海“

一城九镇”中唯一一个规划为中国传统特色的城镇。因水成

景的青浦，其新城建设如果不走贬义中的“国际化”和“现

代化”之路，解决方案不外乎就是立足地域特征的“江南水

乡”，主导者们正是这样求解的。对于“新江南水乡”，宣

传中一直是这样定义的：不仅仅是风貌，更是一种基于传统

、地域、生活的当代城市空间，而这个空间只属于中国，属

于上海，属于江南。不妨看看建设方或建筑师对青浦实践代



表作的介绍（左图）：浦阳阁（马达思班设计）--建筑师的

出发点是通过让建筑物消失而带来它更大的影响，中国园林

中的可观、可游、可居的风景哲学被溶进此方案的设计中，

人造景观和自然景观之间形成空间和能量的连续流动；新城

建设展示中心（家琨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三面用水池环

绕，入口道路跨水而过，营造出“水乡”的氛围。简单的混

凝土框架结构体系，通过虚实相间的空间诠释了中国传统哲

学中关于“有”与“无”的长久命题；无间桥（章明工作室

）--板条状的素砼表面无论在色彩或肌理上都与北菁园中的

青砖黑瓦在气质上形成一统，双层夹卵石的玻璃步道与双层

夹草玻璃层顶，明显刻有对乡间石径与茅草屋顶的回忆痕迹

。 “青浦实验的意义在于对建筑与城市和环境的关系进行了

实验性的探索，其中地域性特征探索与国际化内容表述之冲

突与整合似乎在诠释着中国建筑创作的理想与追求。”就象

两个人用不同的语言交流，中间夹一个翻译，那种语意的错

位和误读根据译者的水平总在20-70%之间，要完全重叠几乎

是不可能的。这些“超大众审美”的建筑就是在“要可持续

发展，尊重地域文化，沿续传统文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

”这种语境下的作品，至于怎么解读，那是每个观赏者或使

用者自己的事。 政府导演 建筑师演戏 在大师论坛上，对这次

活动的主办方，矶崎新不吝赞美：“上海双年展的时候我批

评了中国建筑师，而在朱家角的会议上我认为中国有好的建

筑师，但是没有好的决策层，这次我要说的是青浦的决策层

是世界上罕见的，他们能够理解建筑师。”这表扬的就是青

浦区政府，而其代表人物是青浦区副区长、同济大学城市规

划博士孙继伟。这两重身份代表的就是权力和专业充分结合



后的操控能力。在青浦新城的建设中，请谁来设计，选哪一

个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说了算。他在其中的重要性可以从

有关青浦的建设、建筑师的活动，都由孙继伟出头就可以看

出。一向作为幕后推手的政府这次很高调地走上了前台。 孙

继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政府要有追求，要有理想，要对城

市的品质、品位负责，对城市的未来负责。尤其是当今以政

府为推动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地域化城镇的探索，勉力的追

求，不能仅靠个别建筑师的职业良心，必须在政府层面加以

政治性的推动才有实现的可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工作使之

成为一种城市追求和城市理想，进而培育属于这个城市的精

神寄托。使得这种追求化为市民和开发商自觉的追求和行动

。”媒体评论说“孙继伟所代表的政府在这场演出中表现出

了非常的强势”，而他也并不避讳“强势”这个词，“政府

就是要强势，因为政府的责任最大。”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孙继伟的能力决定了青浦新城的未来，孙继伟的审美取向

决定了青浦新城的城市形象，因为他对建筑师的选择就代表

了他的取向。如果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也许在历史上会有这

样的记载：孙继伟创造了青浦新城。 真空状态下的创作 在大

师论坛上，张永和和刘家琨说得很有道理，建筑师除了局限

于很小的圈子中做很专业的事之外，并没有太多的社会责任

。青浦的这些项目多是定向委托，不通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

，曾参与过建设的建筑师基本都有这样的感慨：没想到这么

自由，你怎么想就可以怎么做。没有了平时做设计中业主的

各种要求，没有功能、形式、造价的苛刻限制，尤其是这其

中绝大多数的建筑在设计的时候还都没有明确的功能定位。

在真空状态中创作，那还不痛快地玩一把？几乎每一个项目



中都能看到建筑师“玩”建筑的影子，从形式、构图、材料

使用到色彩选择。当然，这是每一个建筑师都梦想的状态，

“玩”并不是不负责任地对付，而是指尽情挥洒自己的才智

，在这种情况下，建筑成为一种纯个人理想的表达。这种放

松的状态对建筑师经验的积累和个人风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孙继伟将成就多位中国建筑大师。国外的大

师们已有太多机会，所以恳请孙区长把这机会多给中国的建

筑师，中国的建筑师中有千里马，只是太缺少伯乐和机会。

如果是这样，孙区长又成了中国建筑师职业群体的再造者。 

既然给了你广阔的发挥余地，如果做出的东西不能让人眼前

一亮，那可就是能力问题了，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让自己的

建筑“与众不同”，所以才造出了这些“超大众审美”的建

筑。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设计是个人的情感表达还是作为一

种限制条件的解决方案？是设计引导使用，还是使用决定设

计？这些已建成建筑中现在还有不少“名花无主”，没有被

使用，而“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只有区区几个人办公，建

成之后意外地变成了高档会所。作为多数项目建设方的青浦

新城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没有资金方面的问题？

对国有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又是如何考虑的？ 也许这是一个专

业之外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却是在所有的项目中都有可能

碰到的，它对设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整个的三年多来

，数十家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和建筑师事务所来这里实验，

“青浦实践”终于成了一个“建筑现象”。与近几年到处引

人注目的集群创作有着非常大的共同点，只不过是建筑师们

发挥的舞台更广阔。它是一个新城，比起一所校园、一个博

物馆群、一片高档别墅或一个建筑艺术展来，给一个新城让



你来实验，对施权者来讲那是多么大的手笔和气魄，对实践

者来讲，是多么的幸运和难得。这场别开生面难得一见的由

政府指挥的建筑师大合唱究竟能否造就一座超越自我的现代

田园城市，成为中国新城镇建设的典范？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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