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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结构体系应该是刚柔相济的。结构太刚则变形能力差

，强大的破坏力瞬间袭来时，需要承受的力很大，容易造成

局部受损最后全部毁坏；而太柔的结构虽然可以很好的消减

外力，但容易造成变形过大而无法使用甚至全体倾覆。结构

是刚多一点好，还是柔多一点好？刚到什么程度或柔到什么

程度才算合适呢？这些问题历来都是专家们争论的焦点，现

今的规范给出的也只是一些控制的指标，但无法提供“放之

四海皆准”的精确答案。最后，专家们达成难以准确言传的

共识：刚柔相济乃是设计者的追求。道也许都是相通的。 想

想看，人应该是刚多一点好还是柔多一点好呢？思考的哲人

们对此各抒已见，力求给出处世的灵丹妙方。总的来讲，做

人太刚和太柔都不受推崇。过份刚强者，应变能力差，难以

找到共同受力的合作者，便要我行我素，要鹤立鸡群，即使

面对任何突然袭来的恶势力，亦敢于硬顶硬撞而不留变通的

余地，这种时候必须有足够的刚度才能立于不败，否则一旦

后继乏力，油尽灯枯就会发生脆性破坏，导致伤痕累累、体

无完肤的灭顶之灾。在盛赞这种刚气之余，却鲜有人能够或

者愿意完全去做到，英雄的眼泪大抵只有英雄自己能体味。

人们唯有感叹道：精神可嘉，方法难取！ 世人处世多以“柔

”为本，退一步海阔天空，和为贵。柔者易于找到共同受力

的构件以协同消化和抵抗外力。但过柔亦为人所不耻。因为

“柔”必然产生变形以适应外力，太柔的结果必然是太大的



变形，甚至会导致立足不稳而失去根本。处世极为圆滑者，

八面玲珑，见风使舵，整日上窜下跳，左右逢源，活得游刃

有余，这种柔得无形，表面上着实不容易受到伤害，骨子里

却难免有“似我非我”的疑问，弄不好会个性丧失、面目全

非，可能还免不了要背上奴颜婢膝的骂名。 所以古人在长期

的实践后发现了中庸之道最适合生存。用现代的话来讲大意

是做人最好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也就是刚柔相济。刚是

立足之本，必要刚度不能少，如此方能控制变形在可以忍受

的范围内，才不会失掉本质的东西；柔为护身之法，血肉之

躯刚度毕竟有限，要学会以柔克刚，不断提高消化转换外力

的能力，有时候，牺牲一点变形来抵抗突然到来的摧毁力是

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但应以不失去自我为度。 只可惜“道

可道，道难行”。不是想刚就能刚，想柔便得柔的，刚柔相

济只是理想中的“模糊结构”，每个人的组成材料千差万别

，生存的地基也不尽相同，所受的外力更难统一定性。如此

的差异下，企望哲人们找到统一的、万无一失的处世良方实

在勉为其难。不过，每个人如果都能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

思考一下适合于自身的结构体系，想必这世界会有另一番光

景。 ★多道防线★ 安全的结构体系是层层设防的，灾难来临

，所有抵抗外力的结构都在通力合作，前仆后继。这时候，

如果把“生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某个单一的构件上，是非

常非常危险的。多肢墙比单片墙好，框架剪力墙比纯框架好

等等，就是体现了多道防线的设计思路。也许我们会自信计

算的正确性，但更要牢记绝对安全的防备构件是不存在的，

还是应该多多考虑：当第一道防线跨了，第二道防线能顶住

吗？或者能顶住多少？还有没有第三、第四道防线？ 人生也



应该是多道设防的吧。毕竟，谁能坚信在一棵树上永远吊不

死，或者谁又愿意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再好的汽车，都会有

一个备胎在后面。一辈子平平安安、无灾无难的人实在很幸

运。而每当看到饱经沧桑、历尽苦难的人尽力呵护甚至溺爱

他们的子女时，也总有一股暧流涌入我的心中。可怜天下父

母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不幸际遇在下一辈去重演的！张开

陈旧而温暖的大伞，他们时时设防，企图让子女在暴风雨来

临时免受伤害。能有这样的父母作为人生的第一道防线是该

知足了。但进一步想想，这第一道防线就已经足够了吗？父

母是否也该注意到去督促和帮助子女学会构筑人生的第二、

第三道防线呢？因为大多时候，最终陪我们走完一生路程的

，可能不会是别人，不会是父母，而只有自己啊。 记得有个

同行朋友，在精心做完一个建筑的结构设计之后对我说，他

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来抵抗可能出现的地震

破坏，真希望来一场地震检验一下他的成果，可接着他又说

心底里有点害怕地震真会到来。我对此很有同感：想一想，

最好还是没有检验的机会吧，因为安全的储备能够名副其实

，永远处于储备状态才是我们设计者的心愿。类似地，培养

一个人坚强，当然决不是希望他去遭受磨难的，而是让他具

有化解磨难的能力而已，如果能平平安安岂不更好？只是，

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放弃培养一个人变得坚强起来的努力。 偶

尔在报上会读到百折不挠者，他们象坚不可摧的建筑，无数

次风雨雷电、天崩地裂之后依然立在那里，让人肃然起敬。

但我并不赞成“经历磨难越多越伟大”的观点，我以为我们

的生命真的不需要用磨难来证明些什么：生命原来可以不伟

大的，但应当快乐，所以我们要努力使其免遭伤害，因为生



命只有一次。我想到的只是，虽然生命历程中最好没有任何

灾难，但是抵抗灾难的防线却是越多越好，我们宁愿这些防

线一辈子都用不上，可谁又会认为建立这些防线就是多余、

是空费时间和精力呢？就象建筑结构的安全储备，用不上可

不等于没有用的！ 我忽然乱想一通。战争来了人们寒暄：“

还活着呢？”饥饿日子人们关心：“吃饱了吗？”混乱之后

人们调侃：“捞了多少？”竞争年代人们试探：“何时下岗

？”什么时候，人们会笑问：“防线准备好了没有？”是呀

是呀，奔跑时常回头看看备胎是否带上，啊喔。 ★抓大放小

★ “强柱弱梁”、“强剪弱弯”等是建筑结构设计中非常重

要的概念。有人问：为什么不是“强柱强梁”“强剪强弯”

呢？为什么所有构件都很强的结构体系反而不好，甚至会有

安全隐患呢？ 这里面首先包含着一个简单的道理：绝对安全

的结构是没有的。简单地说，虽然整个结构体系是由各种构

件协调组成一体，但各个构件担任的角色不尽相同，按照其

重要性也就有轻重之分。一旦不可意料的破坏力量突然袭来

，各个构件协作抵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最重要的构件免

遭摧毁或者至少是最后才遭摧毁，这时候牺牲在所难免，让

谁牺牲呢？明智之举是要让次要构件先去承担灾难。“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如果平均用力，可能会“玉石俱粉”，

损失则更大矣！在建筑结构中，柱倒了，梁会跟着倒；而梁

倒了，柱还可以不倒的。可见柱承担的责任比梁大，柱不能

先倒。为了保证柱是在最后失效，我们故意把梁设计成相对

薄弱的环节，使其破坏在先，以最大限度减少可能出现的损

失。如果梁柱等同看待，企图让他们都“坚不可摧”，则可

能会造成同时破坏，后果会更糟糕，损失会更大。 所以关键



时刻要分清主次，抓大放小，也就是要取大舍小。有舍才有

得，舍是为了得。但取谁舍谁，真是个难题。整个社会缩小

了就象建筑结构体系。人们竟不住要自问：在冥冥众生中，

我是一根梁还是一根柱？我能做一根梁还是能做一根柱？我

愿做一根梁还是愿做一根柱？取舍在所难免时，我是被“取

”还是被“舍”？按理说，不管梁还是柱，都属于社会体系

的一分子，都不可或缺。但我相信很少有人甘心去做陪衬、

做垫脚石的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梁柱之类的重要角色。只可

惜总要有人担任其他次要角色，去成为梁、楼板乃至填充墙

等等的。于是这世界充满了竞争，充满了矛盾；于是在这种

竞争和矛盾中导演了一出出角色互换的悲喜剧；于是这社会

最后必然要论功行赏才显得公平。大概每个人都能在相应的

岗位各得其所，社会才会变得有序起来。 身居高位者，承担

的责任较大，他（她）的行动会影响到多数人的利益，所以

他不能倒，他只能最后倒；所以在给予相应特权的同时更要

严格要求他，以确保大众的利益。如果高官和平民享受同样

的待遇，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人想去做官想去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倘若手握重权而不慎用，享受特种待遇却没有做出相应

的贡献，最终这样的官是做不长久的。就象一根柱子如果没

有发挥柱子的作用，大厦将倾，最后倒掉的还包括它自己。

可见柱的选材设计须当谨慎，否则即害了柱，还要殃及整个

大厦的。 担任次要角色、身处低位的人，身上的担子当然很

轻，只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要求社会，因为自身的存亡对

他人影响不大，所以获得的特权保护相对很少，甚至没有什

么特权，非常时刻还要“舍车保帅”，但幸亏大多时候还可

以拥有活得轻松的心情，因为责任小嘛。不甘寂寞者要想实



现角色由低到高的转换，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承受能力，然

后再去努力把能力提高，如此方能担起重任，好高骛远是不

明智的。也许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想争取的，其实只是一份

发热后轻松的心情。 如果说“大材小用”导致的是浪费，“

小材大用”蕴藏的则是危险，所以严守“大”关实在很有必

要。道理是简单的，比较起来却很残酷谁愿意承认自己是“

小”呢？ ★打通关节★ 在结构体系中，所谓关节，是指变化

相聚之处，或变化出现的地方。不同类型的构件相接处，同

一构件截面改变之处，是关节。广义上，诸如结构错层之处

，体量改变之处，转换层亦是关节。关节无处不在，因为结

构体系乃是变化的统一。外力突然袭来之时，对于单一的构

件，力量的传递简明，因而容易控制。对于复杂的结构体系

，关节的复杂性难于预测和控制，即使从理论上保证了每个

组成构件的强度和刚度，但因关节的普遍存在，力量的传递

往往不能畅通而出现集中甚至中断，破坏由此而发生。历次

灾害表明，从节点开始破坏的建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所以

理想的结构体系当然是浑然一体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关节的，

这样的结构体系使任何外力都能迅速传递和消减。基于这个

思路，设计者要做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把结构中各种各样的关

节“打通”，使力量在关节处畅通无阻。中医上云：“通则

不痛，痛则不通”，结构就象一个人，气穴若不能畅通，症

结和隐患就会产生。在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刚柔相济

”，“多道防线”，“抓大放小”是设计概念中的战略问题

，但要想得让这些战略思想得以实现，*的是“打通关节”这

个原则作为保证的，结构设计的具体操作，最后全都归到“

打通关节”的贯彻和实施上来。 如何打通关节？在设计概念



里，要解决的是外力在结构体系内重分配的问题，要确保力

量是按照各构件的刚度大小进行分配的，避免出现不合理的

集中，最终达致静态的平衡。因结构形本为“静”，灭于“

动”中。所有 “动” 的因素对于结构均为不利。打通关节保

持平衡的目的其实就是使其永远处于原始的静态，当力量不

能畅通时，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的组成元素与元素之间的

静态平衡一旦被破坏，结构变成机动，“动”即是死，即为

终结。可见设计者是协调者，其任务是让所有互不相关的静

态构件相聚之后依然处于静态（也就是使其保持常态），或

者是处在相对的静态之中。 对比由构件与构件组成的静态“

结构体系”，来看看由人与人组成的动态的“社会体系”，

这一静一动之间，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社会体系既是由动

态的人组成，变化乃是其常态。如果把变化亦称为关节的话

，这种关节是无形的，或者称为动态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关键在于“动”字，因为其形本为“动”，灭于“静”中

，“静”即是死，即为终结。同样的，打通关节的方法是要

解决各种各样的，诸如情感、金钱、地位等等的重分配的问

题，要确保这种分配是按某种合理、有效的规则来进行的，

避免形成集中而不畅，以期达到动态的平衡。任何静态也许

是强制性的静态，出现了对社会都是不利的。打通关节的目

的是使社会永远处在动态之中。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行为

举止，一旦被限制，一旦处于停滞，出现静态的死角，社会

必将有症结和隐患。是以对于任何动态异端，治理者只能以

合理之规则加以疏导，不可强其静止，不可逆之堵之，如此

方为长治久安。 其实处理和成就世间万物，必须使动为动，

静为静，才能平衡；必须动者动之，静者静之，才能持久；



必须知其本源，施以规则，顺之导之，才能达至繁荣昌盛。

一切的一切，以顺应自然为始，达到平衡为终，诸多规则，

只是手段，只为平衡，只为畅通。 快把结构工程师站点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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