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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民主——2008威卢克斯大赛二等奖方

案“光的节日”评析
Poetic Democracy: The Light Festival

撰文   刘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效果图/分析图   阮昊  熊星

2008年VELUX 照明设备公司与欧洲建筑教育协会和

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建筑院校学生照明设计国际

竞赛”（简称IVA）落下帷幕，所有参赛作品于当年6月在

意大利都灵举办的第23届世界建筑大会上进行展出。本

次大赛的主题“明日之光”，启发了学生们将日光作为自

图4  曼哈顿岛阴影分析 图5  城市上方的“光表面”

图1 手绘概念草图

图2  城市中的阴影问题图3  设计表现图

然光源和能源，在可持续建筑中的应用，从而创造舒适的

室内生活空间。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阮昊和熊星的方案

“光的节日”，试图用诗意的建筑语言表达一种民主的愿

望，一举获得了本次竞赛的评委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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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曼哈顿岛是阴影问题最显著

的一个例子，因为密度过高“光表

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产生了

许多终年没有阳光的建筑立面。这

种现象在照片中的区域最为明显。 图7 建筑立面阴影区域分析

1   竞赛作品——解题+发现问题+构思+研究试验

大赛主题“明日之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

提供了一个激发创造力的背景，使得参赛者能自由地进行思

考，寻找从解决城市尺度到单体建筑问题的策略。但开放型

带来的挑战是，作品所提交的答案必须兼具大胆的畅想和现

实意义——体现出建筑学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问题出发，真

正去改善人居环境。清华大学的参赛作品不仅透着批判性的

思考，还能激发起多维度地讨论和联想。引用评审团对其评

述：“这是一件对反个性、反多元化的传统都市进行挑战的

参赛作品。光成为了实现民主的工具。参赛者勇于在城市尺

度上进行思考，颠覆现代都市的疯狂面貌，成功地让城市为

每个人提供平等而积极的生存环境。作品的表达强而有力，

让人联想到克里斯托（Christo）的作品，思考中透着蒙德里

安式的对光的潜能的探索。”

从概念的提出到设计过程非常的清晰：从日常生活中

发现问题，提出设计策略，通过科学的计算检验想法的可

行性，最后运用有表现力的图面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件完

美的作品。两位参赛者用了大约两周的时间确定了所聚焦

的问题，随后的五周时间展开研究以及模型的制作及合理

性计算，直到最后完成表述和成图。

图8  试验模型 图9  设计前后立面模型

两位参赛者以高密度的大都市为背景，提出“节日”的

概念——具有瞬时的戏剧性，最后用建筑的语言设计出一种

装置，使这种看似乌托邦似的浪漫畅想不乏现实意义。所有

人都目睹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不断挑战高密

度极限的过程。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现象是：原本包裹着地球

由自然光创造的一个表面，被城市建筑的三维轮廓所改变，

与建筑立面一起构成了更复杂的形态。可以试着想象用手指

按压一个弹性表面产生的富有戏剧性的阴影效果。同理，当

光表面覆盖在复杂城市形态的上方后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消

极的阴影区域：例如建筑的背阳面，高层建筑间的街道空

间。在纽约，这样的现象格外明显，因此两位参赛者将这个

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作为研究的实例。 

两位参赛者研究了自然光表面在曼哈顿的形态和特

征，在那里，光形成的表面被显著地复杂化为充满阴影的

城市景象。到处都可以找到终年没有阳光的区域，特别是

下城和中城。随后，他们设计了一种自动装置，附着在受

光的建筑立面上，它能将阳光反射到另一边的阴影区域。

在“光的节日”这一天，受光建筑的立面装置将光线反射

到背光建筑的阴影面，生活在没有阳光的房间里的城市居

民能在这一天获得特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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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设计的可行性和工作原理，两位参赛者进行

了一系列的试验：首先是基于反射定律的实验，他们对反

射表面中反光体的数量及按照特定角度的组合方式进行了

多次尝试，最后找出能最有效地将光反射到其相对表面上

的反光体组合形态。随后增加反光体的数量，模拟整个立

面（由289片反光体组成的试验模型），更有说服力地验

证了装置的反射效果。同时加入街道宽度这个变量，辅以

数学计算。

整个设计过程是在两地同时进行的，因为当时阮昊在

波士顿，而熊星在北京。但两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例如对

于城市问题的关注和对数字设计方法的兴趣，这些都成为

了他们高效率合作的基础。两地远距离的工作方式使他们

共享了双方的优势资源：阮昊利用了哈佛的图书馆资源，

以及驱车四小时便可以对纽约进行实地调研；熊星在清华

的光学实验室完成试验，并用电脑建立研究模型。虽然他

们的设计是建立在建筑学的表达上，但是兼具提升环境与

创造商业价值的可能性。他们同时希望在现实生活中开发

图12  反光体数量试验

图10-11  反光体角度研究

图13  街道宽度变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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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具有反光特性的立面系统，进而有可能提升人们在

设计中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利用日光的关注。

2   体会感想——从参赛的原因到收获

“建筑师应该不仅具备用建筑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能

力，更需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思考，提出应对现实问题的

策略。”这是两位参赛者的感言，也是他们参加这次大赛

的原因：对IVA竞赛所倡导的设计理念上的认同。设计与研

究应源于日常生活，两位参赛者坚信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

真正地改善人居环境。竞赛主题的开放性也为他们提供了

广阔的思考空间，能将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生活体验，以

及对城市密度的研究经历转化为设计的灵感。

图14  在光学试验室进行试验
图15

图15 “光的节日”在城市中效果图

肖像照片——中国获奖者：阮昊（左），熊星（右）（摄影：VELUX公司）

参赛者简介

阮昊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访问学者。曾获“高盛全球领导者”（2005）、“廿一世纪亚洲年青领袖”称号。他曾在美国纽约

SHoP建筑事务所、Preston Scott Cohen Inc建筑事务所工作。目前他在Preston Scott Cohen Inc作为主创建筑设计师与技术助理负责“太原美术馆”

和“鄂尔多斯100国际建筑师项目”的建筑设计工作。另外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同时还是致力于保护中国西部少数

民族文化遗产NGO组织“民族未来文化传承人培养计划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熊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在URBANUS实习期间，他获得了从城市规划到市内设计不同尺度的实践经历，其作品多次被选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优

秀学生作业。他是第一届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组织助理，第二届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的参展者。参与过与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日本东北大学、

法国拉维莱特建筑学院联合举办的国际交流设计工作营。他有非常强的Rhinoceros与3DMax的使用技能，目前他正在撰写以“微观都市空间”为题的

硕士学位论文，同时作为朱文一工作室的助理建筑设计师参与“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项目”。

IVA提供了一个非常成熟的竞赛平台。一直以来，竞

赛主题的独特性与现实性都具有很高水准，参赛选手以

及评委的水平也是世界一流。参赛者能从评委那里得到反

馈，换到新的角度，得到更深层次的思考机会。另外能够

结识其他获奖者，分享参赛的感想与收获也是一件值得兴

奋的事。

两位参赛者还提出了大胆的畅想，希望VELUX能协助

他们实现竞赛中所提出的装置。也就是让设计变为现实，

实现它在建筑上、商业上和改善人居环境上的价值。这个

想法对于参赛者和VELUX公司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表明彼此对环境的共同关注和付诸实践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