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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F_8E_E5_B8_82_E5_c61_94077.htm 近一个季度来，中国的

房地产市场一直上演着关于房价会否下降的辩论赛，频繁出

台的调控政策则让一切争论变得更加乱花迷人眼。在我们不

断追问自己需要什么价位的房子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关心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建筑，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卡尔

维诺在他的《看不见的城市》中，以文字为砖石，建造了一

个又一个的理想之城，并将其对城市的理解和构想销售到了

全世界。我们正是以他为起点，开始了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王丽方教授的采访，主题就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建筑”

，也开始了人民网房产城建频道“建筑十人谈”系列活动的

第一站。或许，关于城市和建筑本身的思考，会给喧嚣的房

地产市场带来些许理性的安宁。 什么是好的城市 前段时间，

北京的老前门被拆，许多人带着很复杂的感情看待这件事情

，老建筑和胡同越来越少、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北京，是不

是一个“好的城市”，这个问题或许从不同角度看可以得出

很多不同的答案。 问及王教授，她为“好的城市”做了一个

看似简单的概括：“我觉得好的城市应该是人性化的，它的

城市空间与人的尺度很接近。”她很强调城市空间与人性的

协调性。“在古代，因为技术的落后，人所能建造的空间与

自己所需要的空间有着天然的协调性，而现在，随着技术的

发达，能够很容易的建造起很大的建筑，于是大家就开始喜

欢做大的建筑。”王教授认为这其实与人性有着很大背离。

城市空间大了，并不代表居住在城市里头的人就舒服了。“



我认为现在城市没有人情味，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尺度超过

了人所喜欢的尺度？” 王教授的这个观点其实或多或少的指

明了当下住房文化的一种方向，人们现在更愿意接受具有人

情意味的住房环境，许多开发商也热衷于打“小镇文化”牌

，将重构人际关系放在城市规划和住房建筑设计的重要位置

。 不但城市空间与人性要相协调，空间与空间也需要协调，

好的城市，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必然是互相匹配、相互协调

的。“我觉得城市和建筑的关系，首先城市要留一定的规律

给每一个建筑，然后建筑按这个规律去建，在形成自己的同

时，逐步形成城市的空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王教授

是这样解释城市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并且，她以北京为例

，“这些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面积，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

面积超过了古代北京的多少倍。可是有没有很多倍那么好的

空间出来呢？我认为是大大的没有，几乎就找不到几条好的

街道或者好的场地，能跟老北京的街道和场地相比的，所以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缺失。” 王教授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

许多热爱北京的人内心深处的失落，经济的飞速发展、地位

的显著提高，依然还是无法替代人们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对

好的城市的向往。 我很支持90平米70%的政策 在对待最近争

论得非常厉害的“90平米住房要占70%”的政策上，王教授表

示支持，并且，她的支持也是建立在是否符合人性尺度的基

础上。 “90平米对于一家三口人来说，平均每人30平米的建

筑面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在欧洲发达城市也是一

个很好的标准，所以不应该去一味求户型的扩大。”她的着

眼点依旧是住户是否住得舒服。的确，大户型的房子可以让

你住起来很有面子，但是否真的符合你所需要的尺度呢？其



实，大家都需要认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王教授以100平米以

上的房子为例，“现在100多平米的住宅实际上是把住宅的进

深拉得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两边采光后，中间就黑

乎乎，实际上中间那块是没什么大用处的。”对于一家三口

来说，房子过大必然会造成许多无效面积，而且还会有许多

更为深层次的麻烦，“户型扩大会有很多问题：人和人之间

实际上被越拉越远，并且土地要用很多，交通距离也越来越

长，道路面积也要增大，然后市政所有设施、所有能源的输

送都要加长，服务同样的人口，你要加长很多。并且每个人

每天用于交通的时间都会加大，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

没什么好处。”“而且，作为居民个人，每户要多花30％的

房价，30％的物业费，30％的取暖费。对很多普通百姓和年

轻夫妇来说这种负担是很不值得的。” 王教授以一个非常务

实和理性的角度来看住房问题，她并不希望有许多设计大而

无当的房子，对大面积房子的不断出现，她认为：“所以为

什么历来做这么大的面积，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我认为，开

发商要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同一件

事情，但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

开发商的眼里，住房是产品，或许只是成本与利润的换算；

而在建筑学家眼中，住房是整个城市空间的分子，可能承载

着比财富更多的意义。 一个好的标志建筑要意料之外，情理

之中 王教授并不是研究标志建筑的，当问及有关标志建筑的

话题时，她想了想，问答说：“一个好的标志建筑要意料之

外，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更接近对戏剧或文

学情节的评价，但用在建筑上仿佛也一样贴切。“意料之外

就是它有相当的新颖性，造型上别出心裁，这个是好的；但



是又要在情理之中，就是它在所代表的城市和地区，好象就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贴合的不得了！”王教授用了一句“从

土里长出来的”来形容标志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实在是非常

精妙。故宫之于北京、苏州园林之于江南、鼓楼之于西安、

黄鹤楼之与长江⋯⋯建筑与城市，与当地的风土，无不是紧

密贴合，才成为可供时代吟诵的标志。 而当我们将话题从以

前拉到现在时，讨论北京正在修建的几个标志性建筑时，尽

管王教授肯定了国外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推动作用，但她还

是觉得那几个建筑“过度标新立异，远离了合理性，特别是

跟北京的情况不是很贴合。” 对待标志建筑，王教授认为：

“跟城市的市民也好、跟城市的环境也好、跟城市的传统也

好，它们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如果没有内在的关系，只是一

个很奇怪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算不上一个好的标志建筑。

在中国我觉得对文脉和建筑逻辑这些衔接上，外国建筑师不

是太多考虑的，考虑得多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比如上海的

金贸大厦。”可见，相比于奇特的造型，王教授显然更在意

标志性建筑与环境和地方文脉的贴合，这种贴合，本质上还

是与人性的一种协调性，还是以人性的尺度为衡量建筑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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