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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英俊建筑师，台湾台中县和平乡客家人。1977年毕业于淡江大学。毕业后服

军官役，在部队中从事建筑工程工作。退伍后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一年，感到图纸脱

离实践，进而做了八年实际营造工作才重新投入到设计工作中。1987年成立了第三

建筑工作室①，1996年被台湾省政府评为优良建筑师。代表作品有新竹县立文化中心

（台湾公共工程品质特优奖）、美浓客家文物馆、文化园区/社区剧场，以及一些公

寓、电子厂房项目。 

1999年台湾921地震以后，受朋友邀请到灾区去开始探索永续建筑，组织受灾的

邵族原住民以自助的方式协力造屋，从此暂且放下形式的思辨、去除审美的累赘，着

重于对地方普通材料，如木材、石头、泥土、草、秸秆等的建造研究和对地方低度建

筑技术的统筹，并通过简化构造的方法使普通劳动者皆能参与建造。从而以生态化设

计闻名，并擅长将环保、社群文化的多样性因素加入，达成可持续发展和生产生活循

环互动的建筑实践。“永续建筑架构下的原住民部落重建”不仅获得了第三届远东杰

出建筑设计佳作奖，台湾建筑奖社会服务贡献奖, 台湾921重建委员会重建贡献奖，

还入选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项目。

谢英俊建筑师足迹亦跨越海峡，1987年起开始游历中国大陆从事民居及戏剧考

察，2004年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②乡村建筑工作室主持，投入改善中国农村居住环

境的工作，以就地取材、低成本、适用技术以及开放式构造系统的作为，降低成本与

技术门槛，让没有建筑专业技术的农民，也能参与符合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现

代多样化家屋的兴建。2006年在河南兰考以合作建房的形式组织当地农户建造“地

球屋”； 2006年南亚海啸后为印度尼西亚亚齐设计建造了“麻达屋”示范屋；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到灾区去，到灾区推广生态化厕所。谢英俊建筑师在实践中不断

推广和发展其独特的轻钢柔性住宅体系及有针对性的生态环保的解决方案，开辟出一

条独特的常民建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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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Atd：能谈谈您的常民建筑吗？

谢英俊：所谓常民建筑就是适合普通人建造和居住的房子，能让人住得起的房子。在都市中住公寓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在广大的农村，60%～70%的人还是要住自己建的房子。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互助，建造起能让

人们住得起的房子。在农村建房我们会先放下建筑学上习以为常的构成美学或形式的考量，诚实地对应周遭

的环境，从实际出发，就地取材，自力更生，虽然这些建成的房子不一定迎合一般人习惯的美学观，但却是

真实建造出的符合现实条件的生态环保的建筑。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都市中这种摩天大

楼、酒店、公寓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常民建筑反映的是另外一种价值观。现在也有一些都市人想到乡下住

这样的房子。

Atd：您现在的地球屋盖到几号了？在台湾像您这样把自己下放到乡下去的建筑师多吗？

谢英俊：地球屋已经盖到007号了。在台湾我们建地球屋是到了06年才得到两个像样的小项目。因为我们

做的东西太奇怪了，让别人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把活交给我们干。有人讲我这是“台湾经验”，其实我

这跟台湾也没有什么关系，台湾也没有人干这种事，大部分建筑师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Atd：最初是怎么想到做些事情的呢？关注弱势群体的情怀吗？有没有从经济上考虑过？

谢英俊：主要就是解决问题。台湾921大地震后我在少数民族的部落里协助重建，主要是做住宅，这中间

还牵涉到文化，族群和经济、生产、生活这些层面的问题。我们要推动房子的产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可以滚

动的生产。如果只是单一的个案，跟生活还是两回事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面对

震后的少数民族，他们没有钱，没事干，整天喝酒，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办？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并去解

决这些问题，导出这样的结论来没有什么特别，也不是说从小立志要解救什么。有人说什么高尚的，共产主

义的，其实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讲，这个市场其实也是蛮大的——仅农民那个盖房量就很惊人了。

美浓客家文物馆 美浓客家文物馆

美浓客家文物馆

仁爱路树之屋

礁溪户外剧场 华山艺文特区帐篷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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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钢结构和木结构环保又轻巧，属于柔性结构有利于抗震，但一直没能推广开来。

谢英俊：因为太贵了！轻钢是工业末端的一个产品，多昂贵啊！我们要引进和使用这个东西，就要有自

己的想法。比如从国外引进的轻钢体系住宅是由ballon木结构转换成的，造价都要四五千块一平米，农民经济

上承受受不起的。建筑是一个很本土化的东西，跟地域非常有关系。牵涉到劳工和材料的问题，每个地方不

一样的，所以很难将美国的房子原样照搬来这边。我们在河南兰考建的那个房子才400块一平米！那个连人工

工资都包括了，如果大家自己协力做还能折半，有两三万块就可以盖一座了。这个太便宜了！便宜是件不得

了的事情，人类的很多进步和发明都是因稀缺和匮乏而引起的。

Atd：那你们是怎样做的呢?

我们是把它还原成最原始的状态——梁柱体系，可以现场拼接的，把节点简化，因为轻钢的接头很难处

理，最大成本是接头，ballon体系接头太多了，上万个，还有一些零部件，比如天沟、收边，在现场都没法

做，只能在工厂加工，需要工厂整套的设备，这就要有足够的量和向像欧美那样成熟完备的建筑工业体系才

行。

Atd：能具体讲一下吗?

谢英俊：主要是用轻钢，基础做好后，把钢架整体装配起来。除了轻钢结构以外，其他部分都可以就地

取材，再加一些钢网，我们叫做“免拆模板网”。轻钢和附属的木结构都是可以搭配的，同时尽可能使整个

建筑轻量化。我们这种轻钢体系的做法，现在全世界也没有同样的。这个体系的优点就是灵活性和开放性，

材料的使用可以很自由：可以和草土、砖，石头，板瓦结合得很好，可以与复合木结构联合使用，也可以和

传统工艺结合。施工上也不难，农民在我们的专业指导下就可以自己建起来，不是完全依赖工业化生产。

Atd：这种轻钢结构体系的房子最多可以建到多少层？

谢英俊：按照日本的规范可以建到七层楼，按台湾的规范可以建到四层。

Atd：钢结构主要材料，钢材等级是多少？相互之间的连接是现场焊接吗？如何防腐蚀、防火灾？

谢英俊：钢材等级选用抗拉强度为2.5吨的，Fy1=2 500 Kg/cm2

我们一般是不焊的，主要用螺栓锁，防腐蚀方面钢材表面是热镀锌的或刷上防锈漆，加上钢构件都是埋

在土里和被水泥砂浆包覆着，所以不大容易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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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除了钢以外，其它建造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吗？ 

谢英俊：对，用经过简化的轻钢结构体系做骨架，轻质楼板；墙体，南方可以用竹编泥墙，北方用草土

墙。结构自重轻，整体性也很强。传统的做法一个是土坯的，还有是干打的夯土墙，土坯墙抗压力很好，但

脆弱点是土坯之间的连接部分，不是整体结构。地震时倒塌了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使人窒息死亡。我们的做

法跟传统做法完全不一样：我们将草和土混合，大部分是草，这样墙的重量会比较轻，也节省劳动力。草的

纤维搅在一起，像打混凝土一样连续打上去，外面的竹墙像钢筋笼一样把它固住，所以不会产生那种粉碎性

的破坏。这种墙的体积和断面尺寸使得抗剪抗压性能都很好。

Atd：在北方地区，这种墙冬季时的保温性如何？

谢英俊：这种墙的保暖隔热性能都很好。在华北地区，三七墙在冬季还是不够保暖，因为气温零下后会

结霜上冻。草土墙的密度比砖要小一些，热传导性就会减少，保温性能会好。你没有住过土的房子，土房子

冬暖夏凉，很舒服的。

Atd：就地取材对土质有要求吗？

谢英俊：最好是用“土骨”，就是取有机层下面的一层。这部分土的粘性较高，有机质较少，不会减少

土地的肥力。

Atd：那么盖房时取土不是需要挖一个大坑吗？

谢英俊：是啊，这个不需要再回填，当作鱼塘，就可以很自然地利用起来了。

Atd：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想到这种方式呢？

谢英俊：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建筑产业很大，有很多人投入进去，但这部分的研发为什么这么弱？有

的建筑师可能在某些设计中片断地采用过类似草土墙的做法，但像我们一样系统地研究和采用这种做法，全

世界恐怕还没有，包括木结构体系，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可以把建造的技术门槛降低，会无形中打破

一些市场的局，挑战到现有的文明架构和价值体系。另外像协力造屋这种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把每一个人

都拆散掉了，没有凝聚力、没有组织，所以就没有办法做。但还是有可能，找个五户人，组织一个俱乐部，

然后一起盖房。只要你发现这样比现在上班赚钱买房还划得来，就可以做啊，不是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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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能看出这些常民建筑在构图比例和材料搭配上还是有建筑师的控制的，自然不失美感，有的看起来

像小别墅一样。

谢英俊：美还是要的，要搭配，这是建筑学逃不掉的结；不同的是我们很多是从结构和构造思维上来

的，主要运用木材、轻钢等轻质建筑材料加上其它身边所能用的一切资源，比如树枝、芦苇、竹片、草……

这些地方材料，将最少的资源作最有效的运用，最适合的配搭。

Atd：您的目标是要在农村推广吧？离推广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谢英俊：这就要看政府和大众的看法了，什么时候能推广还不清楚。因为农村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也只

是盖了几间房，所以存在抽样不准的问题。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有时很好，有时很不好。样本太少，很

难做归类和结论，但至少我们确定这是可行的。首先，只需要那么少的钱就可以盖起来，而且盖出来的房子

还可以，功能、生态环保、采光通风这些要求都能达到，看起来也不差。房屋工业化是一个整体的产业，所

以尽管你到现场去看会觉得盖房子很简单啊，就那么几根料，你单家单户有我们指导着去做，没有什么问

题，但是如果大批量推广复制，而不是有针对性地分析特殊情况，就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个

房子看上去很好，要什么有什么，就可以进行推广，推广它是很社会化的一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Atd：农民对您的房子认可吗？ 

谢英俊：目前肯定我们的基本都是些知识分子，都市中产阶级。但是对农民来讲，他们其实还没有任何

的看法。要得到农民的认可需要很大的努力，不是那么轻易的。而且真正住过地球屋的人毕竟是少数。讲生

态、讲环保，没有人听，因为这些对农民来讲没有直接的意义，农民只关注这个房子会便宜。这次地震之后

会有所不同，他们认识到“地球屋”和其他住宅不一样，住这个是不会死人的。

Atd：这次汶川大地震也让我们重新审视村镇建筑存在的问题，重建时也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

谢英俊：是啊，目前农民建房很少经过设计，没有专业的指导，这种砖造预制板的房子从黑龙江盖到海

南岛，缺乏指导；即使是江浙一带那种贴瓷砖的，花了很多钱盖的，里面的结构也是一样，完全没有抗震

力；所以这次地震造成那么大的伤亡，主要是建筑的问题。重新修建又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住房这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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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积累，政府也没法一下子给你，要有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需要安全、经济、环保的解决方案；另

一方面，如果灾民只是等待救助，而不能亲自参与到自己家园重建过程中，对于他们的精神创伤恢复和消除

心理阴影也是很不利的。

Atd：请您谈谈现在为地震灾区设计的生态厕所吧。

谢英俊：生态厕所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将尿和粪分开。一个人一天产生的尿液的体积大约是粪便的

四十倍，如果厕所能将尿液导走，只留下粪便，那么储存量相当于增大了四十倍。最重要的是尿和粪的无害

化所需要的物理条件不一样，尿液静置几天自然就无害化了，粪便要干燥和升温，才能将寄生虫的卵杀掉。

粪便与尿分开以后，它的水分很少，可以自然干燥，通常还会盖上土或者木屑。不盖也可以，只要能保持粪

池的密闭性。我现在设计的厕所里粪池是全部封闭的，最后粪便就变成肥了。粪池的后面有一个空间，阳光

照到后可以升温，粪便干燥后完全没有味道。有味道的尿液通过管道导出去，不用水冲，因此不会有污染。

Atd：是专门针对这次灾区设计的吗？

谢英俊：对。因为疫情的产生也会和这个有关，如果是靠喷消毒液的话要把人搞死。我们要设计得尽可

能简单，搭好角钢的结构框架后，就可以砌砖，铺钢网水泥板。如果有需要，批量生产完全没有问题。我们

把很多做法都简化到一定地步了，可以非常快速地大量生产。这次有人捐助资金在灾区修建100座这样的厕

所。尿粪分离厕所过去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动，关键问题是做设计的人没有参与。

Atd：做完公厕还要继续做什么呢？请您帮助建房的多不多？

谢英俊：很多啊，哪里做得完！我们也有简易房的做法，只是它比较适合不太密集地建造，比如在山区

等居住得比较分散的地区。我们这种做法适合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只要一些简单的材料就可以做，主要材料

还是T型钢，角钢，没有加工厂的话运费可能会贵一些，材料到了几天就可以建成。这些材料将来完全都可以

回收再利用的，不会产生建筑垃圾。

Atd：您工作室的工作跟美国的RURAL STUDIO类似吗？

谢英俊：还是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观念，或者说是道德情怀，当然也有他们的美学观，但社会性

还不是这么强，也还没有产业化，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生活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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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您在河南兰考组织农民自建的生态农宅是三四百块钱一平米，听说您在北京郊区也建了一所木构的

房子，成本大约是四十万，经济又实惠。但这样低廉的价格您如何收取设计费，工作营经济上如何运转呢？

谢英俊：我们没有靠任何基金会的支持运转了这些年，已是奇迹！你提到设计费的问题，这个就好像你

穿一件衬衫，如果你找裁缝师傅来订做肯定贵，如果是从工业化生产线上做下来的，你已经不需要再为这个

设计付费了。我们主要是提供钢构件和施工指导，不是靠出图纸收取设计费，而且是农民自己出的劳力，你

要是请人帮他做，这个价格肯定下不来。

Atd：您现在的工作重心就放在内地这边吗？工作开展得还顺利吗？

谢英俊：大部分的工作可以说是在这边了。已经和一些民间的单位取得了联系，甚至还有研究机构。主

要通过网络联系，我们连现场都不用去也没有问题。在当地找一个比较有能力并且愿意干这种事情的施工单

位，我们就可以专注于设计方面的工作。现场指挥如果当地单位没有办法做的话，让我们训练过的人过去现

场指导一下就可以。这些都完全不是问题，关键还是设计这一关。我们到目前为止建了三四百座房子，形式

没有完全一样的，但基本体系都类似。设计上我们把它模块化，重新排布后很快就能计算出结构的受力状

况，目前在和Autodesk谈合作，打算推出这样一个设计软件。

Atd：您的工作营里很多都是学生吧？是否开放招收学生和建筑师前来实习？

谢英俊：对，我们工作营里很多都是实习的学生、还有朋友，大家感兴趣这个事情的都可以一起来做。

到现在为止，曾经参与我们工作营的建筑专业本科生有100多个，现在还陆续有学生加入我们的工作营，只要

我们在外面有工作的话，就可以带他们出去。我们的工作有很多，足够分派给这些学生。我们通过网络相互

联络，同时管理很多项目。大的项目也找人帮忙或申请基金赞助。今后会考虑办一个“常民建筑”学校，让

感兴趣的建筑师，建筑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现在的建筑教育很少教学生实地建房子。并且我们提出的只是

一个体系，还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构造和结构方面不可以断章取义，这是要训练的。

注 释

①第三建筑工作室 了解更多请登录网址：http://www.atelier-3.com

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了解更多请登录网址：http://www.yirr.ng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