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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5/2021_2022__E3_80_8A_

E6_96_B0_E4_BA_AC_E6_c57_615209.htm “我属于1968年那

一代”，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未建成矶崎新建

筑艺术展》前，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这样形容自己。他把自

己最重要的作品《电气迷宫》和自己的建筑设计生涯以1968

年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1968年以前探索现代主义建

筑的阶段，然后是1968年这个关键性的变革时期，他目睹了

现代社会的多种乌托邦梦想的破碎，开始反思新状态下建筑

和社会的发展可能，然后就是1968年以来三十六年的持续的

探索，迪斯尼总部和巴塞罗那体育馆让他获得了国际性的承

认。在中国，矶崎新先生帮助过深圳市政府设计深圳文化中

心。 事实上，他承认自己的主要兴趣已经不是设计中应用什

么新技术和材料，而是为人们提供精神居所。在《未建成矶

崎新建筑艺术展》中有多件未完成的作品，他说有两种设计

会遭遇未完成的命运，一种是超越了当时的制度、观念的探

索，一种是低劣的垃圾作品。而自己这些早年的作品仍然以

某种方式存活。例子之一就是他最新的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新

美术馆这个著名的美术学府想修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性

展览空间，于是邀请矶崎新主持设计，他从以前的一个设计

中获得灵感，在设计中最大限度注重展览空间的可移动性，

以便兼顾各种形式的展览。他说“巨大数字始终是我关心的

问题，我的设计试图对众多的人口、海量的信息做出反映”

。 他最近的工作重点就是中国。除了中央美术学院新馆设计

，还为上海证大集团设计九间堂别墅项目和上海艺术大酒店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他的另一项设计，在四川安仁博物馆群

落中，他主持设计抗日纪念馆中的日军馆，他说自己对能参

与这样具有反思性质的建筑抱有浓厚的兴趣，在设计中将把

自己对于战争的体验和反思融合进去，他说，“我不仅仅把

这看作一项设计工作”。《未建成矶崎新建筑艺术展》开幕 

《未建成矶崎新建筑艺术展》于2004年6月22日在中央美术学

院王府井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在今后的几个月中，该展将

分别赴上海、沈阳、青岛三地巡回展出，预计于2004年10

月20日在青岛结束。 日本建筑师矶崎新是国际著名的建筑设

计大师，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作品问世，他的作品

及设计观念既具超前意识，又不乏内敛、含蓄的东方精神，

曾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 由中央美术学院及青岛天泰集团、中国美术学院、广东美

术馆、上海证大集团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这个展览第一次

把这位建筑大师的主要作品带到中国公众面前。 “未建成”

这一概念由矶崎新于2001年在东京个人建筑展上首次提出，

并在同时出版的《未建成/反建筑史》一书中进行了深入阐述

，体现了矶崎新认为“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的独特

见解。在本次展览中，矶崎新特意选择了部分已建成项目与

“未建成”同时展出，以作为一种“未建成”与“建成”之

间的转化关系的揭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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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