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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1_BA_EF_BC_9A_E6_c57_615099.htm 新闻背景 一直不太受

公众关注的建筑，近一段时间却成了新闻热点，这也使得即

将在本月２０日举办的中国首届建筑艺术双年展更引人注目

。但开展前，３位极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却退出了筹展工作。

人们不禁要问：三位建筑师退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双年展

和中国建筑界到底怎么了？ 在对媒体保持低调很久后，近日

，本次“停工”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总建筑师崔恺终于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

。 关于“停工” ●原因：“组委会没有有效和正常的工作程

序，很多事情是秘书长一个人决定，而她又经常出尔反尔” 

记者：你们在８月１日的公开信中表示停止工作的原因是因

为资金问题但是后来场地费问题得到了解决你们最终却还是

完全退出了展览的筹备工作。那么停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 崔恺：资金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组委会工作不力我们在公开

信里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想法：场地费直至开展前一

个多月还没能落实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其实我们

在得知资金困难时，为了使展览更好地进行，我们也找过赞

助，也曾经有热心建筑的人士拿出过５０万借款，但组委会

却没有按照借款人的愿望全部、及时支付场租，而是挪作他

用，所以后来我们停止了这方面的工作。 公开信后，作为房

地产商、金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先生拿出了８０万，基本解

决了场租费的问题，使双年展有了重要转机，我们对此也非

常高兴。但是我们最终还是无法再继续工作，原因就像我说



的，资金问题其实反映的是组委会的工作问题，很多事实证

明，组委会并没有有效和正常的工作程序，很多事情其实是

秘书长一个人决定，而她的决定又经常出尔反尔和强加自己

的意志，使我们对她完全没有信任感。 出现这样的局面，我

们很遗憾，也感到比较冤，可能接下来会出现一些对我们不

利的宣传，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另外，

我们这些人都是做工程的，我们的声誉是靠我们的工作赢得

的，不怕捧或贬，不像有人靠媒体吹嘘过活。 关于双年展 ●

审批：“对冠以‘中国’牌子的展览应该非常慎重。” 记者

：这次是中国首届双年展，而你们在建筑界又很有影响力，

你们觉得你们的退出对中国建筑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崔恺：在我退出之后，也有一些建筑师向我征求是否参展的

意见，我觉得建筑师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判断。实际上，

我也建议优秀的建筑师应该继续参展，否则这个展览就太商

业化了。 就目前双年展的状况，对于建筑界确实是有些遗憾

。但是如果从“中外对话”的角度看，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

，不是多大的问题。因为和外国建筑师合作学习，不在于展

览一个途径。据我所知，参加展览的很多国际知名建筑师都

是在中国有业务，这些建筑师的设计作品已通过各种媒介介

绍到中国，大家都比较熟知。而且，我们与国际交流有多种

渠道，也还有其他各种展览。从我们的观点来说，要办就办

一个好的展览。 由于这次展览冠以“中国”的牌子，因此我

们停止工作后，有的人总是把这件事和国家承诺联系在一起

。对此，我们不能认同。一方面，事情发展到现在的地步，

不是我们造成的，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另一方面，我觉

得，就展览来说，“中国”的牌子也应该慎用。国外的很多



艺术展览都是以一个地理名字或者一个词汇来命名，比如“

威尼斯双年展”，比如“圣宝罗双年展”，因为艺术展览是

具有国际化和独立性的，很少有政府背景。在我国，各种展

览当然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来审批，但是我个人认为，尤其对

于冠以“中国”牌子的展览，在审查名字的时候应该非常慎

重，以免将展览的成败与国家的荣誉联系在一起。 ●理想：

“明晰的展览规则、可靠的资金来源、单纯的学术追求以及

策展人独立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 记者：那么你理想的

双年展运作是什么样呢？ 崔恺：据我说知，国际上艺术类展

览一般是靠基金会支持，用企业基金支持艺术活动，而很少

是靠临时的赞助，因为企业赞助往往需要回报，而艺术展览

满足了商业回报的要求，那么它的艺术性和学术性就会受到

怀疑。 其次，需要由具有敏锐洞察力和高层次修养、具有相

当学术地位的职业策展人来筹划。他们首先计划出展览设想

，然后游说基金会的支持，再通过自己判断或者通过艺术委

员会之类的机构选择参展人和作品，最后的成本控制也都是

由策展人负责。而不是像我们目前所普遍采取的组委会制。

因为如果艺术展览采用比较宽泛的、集体达成共识的理念，

会缺乏探索性和试验性。 所以，一个成功的艺术展览需要比

较明晰的展览规则、可靠的资金来源、单纯的学术追求以及

策展人独立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趣味。 ●建议：“在目前情况

下，还是应该由政府部门委托建筑师团体来主办。” 记者：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说，缺少基金会的艺术基金支持，那么

在这样条件下，双年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运作？ 崔恺：

这次展览是由一家小型文化公司发起，虽然负责人也不是建

筑师，但是这一点无可厚非。比较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在审批



的时候，没有严格地审查承办单位和相关人员的实力、业绩

、操作能力以及口碑。实质的结果是，一个小公司在资金非

常匮乏的情况下搞了一个很大的摊子，而且现在展览的商业

构架很明显，加之重要负责人在建筑圈里的过往经历和口碑

问题，致使许多专业化团体都不愿与之合作，这就很说明问

题。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基金会支持艺术活动的机制，也没有

成熟策展人机制，因此对于这样的活动，还是应该是由政府

部门委托建筑师团体来主办，而不是一个业绩欠佳的小公司

。 关于建筑 ●差距：“我们最缺乏的是国际建筑界比较普遍

采取的国际咨询方式” 记者：由于很多在国内留下了引发争

议作品的建筑师都参加了双年展，因此展览不仅在建筑圈、

在社会上也很引人关注，人们期待这一次“中外建筑师的对

话”，你觉得目前中外建筑师有哪些差异？ 崔恺：首先，必

须承认在设计上中外建筑师在建筑理念、水平上确实是有差

距存在的，尤其是与那些在中国留下作品的国际顶级建筑师

。 此外，在工作机制上，也有很大差异。在国外，一般是个

性化私人事务所以及由此基础发展起的公司，设计组织机构

比较合理，建筑师各司其职，形成系列团队，不仅整体素质

高，而且服务工作也比较系统。而我们的服务范围比较窄，

缺乏被业主广泛认可的整个设计过程的服务，所以有时会造

成建筑完成的效果有缺憾。 还有，就大环境来说，前期对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方面不是很到位。一些项目，当

初招标的和实施的项目不一样，与原来竞赛完全没有关系，

这使许多好的实际设计到实施时就走了样，没有达到预期目

的。再有，我们最缺乏的是国际建筑界比较普遍采取的国际

咨询方式，对于一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项目，国外设



计师从一开始就在世界范围内调动咨询力量和专家的网络，

采取一流设计师与一流专家合作的方式。比如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方案设计时，就请了一流的体育工艺师、结构工程

师公司进行专业咨询。而目前，国内咨询还比较落后，所以

这使得国内建筑师在做一些项目时，创新缺乏技术含量。 ●

风气：“北京盖了一个大剧院，各地也争着盖大剧院，不管

有没有人演、有没有人看。” 记者：一些很“创新”的建筑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担心中国建筑风气有追求怪异

和奢华的趋势，你觉得中国的建筑风气是什么样的。 崔恺：

当今中国建筑风气的确有些浮躁，而且追风现象也很严重。 

北京盖了一个大剧院，各地也争着盖大剧院，不管有没有人

演、有没有人看；上海盖了一个金贸大厦，各地就开始攀比

超高层，不管是否需要、是否有市场；北京现在又要盖“鸟

巢”，如果各地也这样效仿，那将是非常可悲的。 国内建筑

风气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追风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刀切”的

问题要行就都行，要不行就都不行。其实，一些建筑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看法：“我觉得对于城市里的大量建筑，

实用经济是最重要的。” 记者：现在对建筑有了“安全、实

用、经济、美观”的序位性要求，你如何看待这八个字呢？ 

崔恺：我的理解，其实，安全就已经包含在实用的范畴里了

。 对于经济，今天不能简单地用造价来看待经济合理性，而

应该看近期投入与长远运营的平衡点来谈经济，国际建筑界

也是从综合平衡指标来看待经济性的。 至于美观，不能否认

，这两年出现了一些建筑师不太考虑经济合理性、不太考虑

实用，而是徒有其表地追求美观，我个人不能接受。 但是，

我认为，美观就是建筑师的本能。建筑师这个职业就是要把



一个实用的东西设计得美观。我对美观的理解是，美观应该

比较得体，不能太突出自己，要和环境匹配。 对于实用、经

济、美观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城市里的大量建筑，实用经济

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具有城市建设里程碑意义的项目

而言，就不能按一般项目的要求来看待实用、按一般项目的

造价来追求经济，而使建筑艺术创作的品质降低。 关于“鸟

巢” ●创新：“建筑的创新，归根结底是技术的创新。” 记

者：那么你觉得，像“鸟巢”这类很创新的建筑都是由外国

建筑师在设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建筑师做不出来呢，还是

因为只有外国建筑师才敢做？ 崔恺：中国建筑师做不出来“

鸟巢”。就我本人来说，让我做桌子大小的东西，无论什么

造型，我都敢想。但是这么大的建筑，这样的理念，是需要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这不是建筑师能自己判断的，需要很专

业的技术支持。没有技术支持，当然不敢想。 因此面对新世

纪国际建筑的发展，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建

筑的创新，归根结底是技术的创新。晨报记者 王小星 ●记者

手记 为什么采访崔恺 崔恺说，在瑞士，你只要问行人或者出

租车司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赫尔佐格（国家体育场“鸟

巢”的设计者）的建筑作品和事务所。 在北京，可能绝大多

数人并不知道崔恺。但是如果提起西三环边上那幢暗红色的

外研社大楼，很多人一定印象深刻。这个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曾经给无数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曾被群众选为新十大建筑

的作品就是崔恺的代表作之一。 崔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总建筑师，中国建筑设计大师，在建筑圈子里绝对

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是许多年轻建筑师、在校的建筑专业学

生的榜样，他的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建筑师的建筑艺术水



平的代表和标志。 因此，当中国首届建筑艺术双年展缺少了

他本人的参与和作品的参展，对中国建筑界来说是称之为一

种“惊动”。 在城市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建筑是记录城市并

体现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而作为一个建筑师，他的喜好、

修养、价值观念都会对城市历史的记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

响。我们关注建筑、关注建筑师，是因为关注城市、关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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