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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设计竞赛是继1996年国际住宅设计竞赛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关于居住形态和城市空间的国际设计竞赛，也是有史

以来，在上海举办的唯一一次关于探索中国传统风格与现代

性相结合的国际性建筑设计竞赛。因此，这次竞赛以及同时

举办的“新江南水乡”国际论坛具有重要的先锋性和实验性

。 “新江南水乡”国际概念设计竞赛的设计要求是按照传统

的依水而生，顺水而居的空间结构，将地方性、时代性和创

造性加以完美的结合，在设计中体现江南水乡的人文和历史

风貌特征，反映现代的生活方式，探索水乡的空间模式和建

筑形态。整个设计的选址范围约为300余亩，这个尺度比较适

合于创造相对宏观的空间组合。许多方案在创造现代的居住

模式方面提出了很好的构思，但由于入选方案尚没有出现真

正完美杰出的方案，尽管有一些独特的构思，设计得相当完

整，细部问题也考虑得比较仔细，但是整体上还存在一些问

题，因而没有评选出一等奖。评审经过三轮投票评选，从111

个参赛方案中，首先经过投票选出15个入围方案，从中经过

投票选出5个获奖方案，经过讨论和举手表决，有10位评委认

为根据目前的方案水平，不宜设一等奖，同意设2个二等奖。

胡一可的方案把握住江南水乡空间的本质，追求空间的异质

化，以精心布置的随机性、自组织性作为空间组织的原则，

在似乎不经意的平面组合中植入建筑的自然生长关系，将传

统的建筑和空间元素加以分解、并置、变形和重组，表现流



动和连续的生活。这个方案还没有将建筑与水的关系加以充

分发挥，过多的桥和多的路径。设计师试图用强行伸入传统

组团的停车场表现传统空间的现代性，更是一种过分夸张的

处理方式。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影响了设计的整体水平。 香

港大学建筑系的方案强调新建筑单元与传统的外街和内街并

置的空间组合，抓住了水乡建筑空间的精髓，注重的是传统

水乡建筑空间的意象变化而不是物质形态的简单复制。建筑

师将相互分散的河道加以整治，形成环状的网络，产生许多

丰富的空间核心。传统绘画中的“计白以为黑”的原则在这

里构成自然与留白和中空渗透的关系。就整体而言，这个方

案的结构比胡一可的方案更简单，但是也带来道路和空间组

合的简单化，缺少次一级的路径系统，以至于有些建筑缺乏

可达性。这种处理手法的另一个结果是忽视江南水乡城市临

水街道的空间关系。此外，河道渗入建筑的手法也使相互切

断的河道支离破碎，无法构成一个设计师所构想的网络。设

计师设想的建筑形式起伏跌宕，宽窄相间，以及高低错落的

地形差异其实并不现实，只是设计师的主观想象和人为形式

。此次竞赛中，也有一些方案试图通过建筑形式的探索，寻

求新的理念。例如获三等奖题为“芦竹江南”的15号方案，

这个方案尽管以芦苇作为净化生态环境的手段，以湿地来治

理受污染的环境。其设计重点主要集中在水上建筑群的形态

，以旅游作为这个水乡的产业支撑。大量开挖水面，水面达

到地块总面积的35%，而且非居住建筑的比例偏高，占总面

积的31%以上，缺乏推广意义。但是评委们都为竹结构的水

上住宅群体及其街道空间组合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构思所吸引

，设计的建筑形式在探索传统风格创新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大多数方案都从传统水乡城镇的空间结构中，提取诸如

水、桥、井、店、屋以及厅堂、街道、路径、船埠等元素，

注重边界、水系、绿化和公共空间的渗透与过渡，结合新的

功能和公共建筑，考虑整体的空间结构，以河道为骨架，组

合城镇空间。一些建筑师从探讨新的水乡居住模式出发，寻

求用类型学的方法满足基本的生活方式需要，创造了生动的

建筑形态及其总体空间组合。有不少的方案针对当前住宅小

区设计的弊病，在创造场所感方面进行探索，除考虑空间环

境之外，也考虑人的活动，减少建设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注

重建筑的软性空间和建筑色彩，应用地方建筑材料以传承建

筑传统。有的方案刻意表现江南水乡聚落型的自然生成，创

造出生动的形态；有的方案则着意于浓烈的民间色彩，创造

节庆般的气氛。有一些方案采用夸张的手法表现水乡城镇，

例如高密度的临河商业街；十分规则的道路网和建筑布局；

或者大面积的水域，极低密度的居住形态；或者采用超现实

的建筑形态和抽象的城镇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有一个方案

将水稻田与居住建筑混合在一起布置，追求城乡合一的意象

；有的方案设计者纯粹将这次设计当成可以借题发挥的载体

，追求形式的表现。就整体而言，此次设计竞赛的绝大多数

方案都没有重视节约能源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任务

书也没有刻意强调这方面的要求。而提高城镇的土地使用效

率和节约能源实在是中国小城镇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战略

问题。此外，相当一部分方案并没有意识到此次设计理念的

普遍意义及其对其他江南水乡地区城镇的指导意义。通过此

次设计竞赛，充分说明建筑师们正在探索城市和建筑现代性

的本质，探讨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寻求中国城市化的



未来之路，研究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城镇特质，创造21世

纪的中国建筑。建筑师们以江南城镇人与自然结合的居住模

式为基础，来探讨自然生成的城市结构，寻求一种注重人文

关系的城市居住形态，恢复江南水乡的有机发展形态。此次

设计竞赛的成果使人们把视野集中在理想化、多元化、地域

化和全球化的关系上，从而深入研究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的

关系。 当代中国建筑已经成为世界建筑的中心，然而中国建

筑师和学术界却由于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丧失了先锋性，表

现出失语现象，或者是在社会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失去了

话语权，从而使中国建筑师渐渐处于世界建筑的边缘。此次

国际设计竞赛和论坛的举办表明建筑院校和青年建筑师们依

然保持了先锋性和实验性，也表明管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

的政府部门也正在努力推动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挥传统建

筑的生命力，共同探讨中国建筑的未来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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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