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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的重生

“本土文化的重生”中的“文化”是大文化的概念，但这里主要讲的是建筑文化。在灾后重

建过程当中，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建筑风貌、城乡风貌保

留下来，并且在重建当中得到创新和发展是“重生”的关键所在。作为建筑师，我本人实际上一

直是抱着非常迫切的心情，想多为灾区做一点事情，同时在实际做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困惑和思考，

今天利用此次 “重生——汶川震后重建学术交流会”与大家进行一些交流。

原有的少数民族村落，其人居环境不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而且与其文化、宗教活动以及

日常生活也有密切的关系。少数民族的聚居形态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专业人士设计出来的，也不

是我们能够真正去重建的。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也有怀疑：在重建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么好？或

者说我们能不能达到原有生活状态的感觉？实际上不是很有信心。此外，自然灾害摧毁了美丽的

村落，但是也有很多的遗存，既有硬件的、物质方面的遗存，也有精神方面的遗存。我们前往灾

区很多次，看到灾区人民在经过这么强烈的震痛之后，人们的生活仍在延续。正如前不久我到玉

树看到的，虽然整个城市基本上已经损失殆尽，但是从那些帐篷里面走出来的人衣装干净，他们

围着寺庙，围着玛尼石堆在转经；从精神上来讲，他们对死亡、对自然灾害非常坦然，这也让我

们有深切的感触。

与自然人文环境共生的本土文化

在自然灾害中本土文化的毁灭和遗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	

“重生”—汶川震后重建学术交流会  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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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大规模的快速重建过程中，如何对本土文化定位？如何在重建当中复兴或者保护本土文

化？应该说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在思考，而且对民族文化、地域风貌都很重视。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建设几十万平米，又要做到多样性，做到自然，做到反映风貌，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建筑

师生活在城市里，对当地的环境和文化理解得也不够深入，在快速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是否能够捕捉

到设计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疑问的。

在灾后重建中，我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做了几件事情：一是结合北京大学老师组织的活动，参与

了德阳民乐村的规划和单体设计，此次活动是在震后仓促组织起来的工作营，大家提出各自的方案，

讨论如何帮助农民重建房屋。二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同时也是援建单位的邀请，先后参加了位于北

川和德阳的两个公共建筑的设计。

民乐村的重建是北京大学的朱青生老师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一起组织的，原址处在一个平坦的农

田之上，居住状态较为分散。在重建方案中，有一种想法是希望把这些房子都集中在城市道路、乡

间道路的周围，后来经过大家讨论，认为这样重建会占用大量的耕地，而原有的一些宅基地又不能

被很好地利用，所以这种方式值得探讨。而我认为农民跟土地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虽然彼此之间

比较分散，但是却跟农田非常地接近，因此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聚落形态，尽量少迁移。

12 字方针
安全、宜居、繁荣、特色、文明、和谐

3个标志要求
城建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文化遗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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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体建筑设计中，我们提出有关“安全岛”的概念。我们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国家给每一

户农民补助一万，当地再进行配套一万，加上可能自筹的一点钱，总共算起来也就两、三万元

的建设经费。这么少的钱怎么才能建造一个抵御 8 级地震的永久性房屋呢？因此，我们的“安

全岛”方案是建造 36m2 的混凝土小房子（大概花费是两万，最快半个月可以建好），老百姓

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房子的核心部分是安全的，自建的部分就不一定需要那么高的安全要求，

那么老百姓就可以根据当地的材料和经济状况来进行扩建。这样做的目的是基于两方面进行考

虑的：一是这是针对低造价、量大面广的农村救灾重建工作，二是我们认为建筑师如果把整个

村子都设计了，那么会不会又变成一个人为设计的住宅小区，与原有民居村落非常自然丰富的

风貌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此，我们的想法是设计最安全的部分，其他部分由老百姓根据自身

的需要来加建。房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安全空间，配上水电和一些救生工具，如果有地震预报，

那么一家人晚上就住在里面，等于说每家都有一个避难所，也可以解决政府对于发布地震通告

可能引起的社会动乱和恐慌问题。如果把早期、中期的预报跟我们社会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

一旦出现重大灾害，这些“安全岛”就可以抵御自然灾害，同时在后续营救时也可以找到相应

的位置，生存机率会大大提高。

安全岛 A 计划

安全岛 B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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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中心鸟瞰图

随着灾区建设的开始，国家动用了整个社会资源，由各省市进行对口援建，所有村镇由政府

统一投资建设，“安全岛”重建方案就没能真正实现。但是我想，我们国家处于地震和自然灾害

频发的状态，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动用全国的力量去援助？所有的村落、

农民的住宅都由政府统一建设，这个负担相当重，而且这样大规模的统一建设又会使村落丧失了

很多有意思的、自然的村镇环境。因此，应该寻找更好的、适度的、可持续的援建方式。

我们参与的第二项工作是北川新县城的文化中心。如何能够把羌风、羌貌在新县城建设中体

现出来，对于建筑师来说虽然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但实现起来并非易事。很多的同行都在用装

饰的办法，用内地的标准建筑平面套上当地的材料和色彩去表达羌族文化。我想这种做法从对文

化尊重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站在建筑师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不仅仅把对文化的理解

和表达满足在一般的装饰上，而是能不能用空间的语言，从更深的层次或者从当地丰富的聚落空

间模式里提取文化的内涵，使我们的建筑设计更加丰富和鲜活，使建筑真正成为具有地方性、地

域性的、创新的建筑？

文化中心设计的基本构思源于美丽的羌寨聚落。我们在设计当中分析了三个要素：第一是我

们注意到羌族民居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山寨特色，第二是其明显的内向性和封闭感，第三是密度很

高。因此，我们依据这些特点采取了如下设计策略：首先是“起山”，虽然文化中心处于平地之上，

但我们希望用坡屋顶营造出山地的感觉。第二是“搭寨”，即是把一个功能性很强的建筑分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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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建筑体量的组合，与大屋顶穿插起来，形成“山”上搭寨。第三是“造田”，主要体现

在周围景观的处理上，希望表现出农耕文化的特色。

文化中心建筑功能空间以方体为基本构成元素，根据不同使用特点，灵活组成方楼体量，

或实或虚、或高或矮、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落地或悬空，组合成丰富多变的内部空间，在

其间游走仿佛进入迷人的羌寨。在博物馆设计中，方楼是各个展厅，人们在方楼之间游走参观

像是在寨中串门；方楼之间有桥连接，上方有不同体量的方形光井投下光影，顶层有通向屋顶

的观景平台，可放眼整个新城。在图书馆设计中，中心方楼是一个两层通高的藏书架，内外两

层书架之间有坡道环绕通往各层，方楼中间是一个采光中庭，作为图书馆阅读学习的核心空间。

在文化馆设计中，观众厅和舞台形成高低相接的两个方楼，此外还有展厅、活动室等较小的体

量衬托。

对于建筑材料的考虑，我们原来想直接选用当地山区出产的石板，但由于很多片石垒砌在

一起缺乏稳定性，无法满足抗震要求，因此最后选用了再造材料文化石。立面上的一些木构件

由于受到造价上的限制和耐久性的问题，采用了由建筑废料重新加工而成的生态木材料，效果

也不错。最终，我们用羌寨聚落的空间语言表达出建筑的地方性，同时通过一些转译又形成具

有现代感的空间效果。

总平面 一层平面

二层平面

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中心平面

三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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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的另外一个项目是德阳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是由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捐

助 500 万美金建造的。项目位于德阳市青衣江路和天山路交汇处西北角地块，由综合楼、游泳

池、综合训练馆、网球场、篮球场、田径和足球场等组成。项目不仅仅是一所体育运动学校，

而且还有面对城市开放的要求。

在设计中我们采用“十字型”的构图，隐含慈善的喻意，同时又可以解决场地设施的布局

均衡问题。“十字型”的建筑平面组合能有效地进行功能分区，并将服务区集中在中部，利于

整个运动区的管理。共享中庭的设计希望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互相交流，进行心理治疗的主题

空间。在共享空间的周围，我们结合德阳工业重镇的城市特色设计了简洁的拱形金属结构的大

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中心建设中的状况

德阳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模型及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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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

德阳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小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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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形成半开敞空间，可以达到自然通风、采光和遮风避雨的效果。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封闭

的学校，而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性的场所，形成面向城市的体育活动场地，为将来德阳的城

市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个项目中还有一个小品构筑物，看上去像是五环的城市家具，

里面有公共厕所、小卖店、休息亭、报刊亭。我们用竹子做立面，屋顶有太阳能集热板，地下

设集水箱，把热水集中供给学校淋浴及游泳池使用。

因为用地拆迁的困难，这个项目直到今年 9 月才开始施工，比较滞后。此外，我们正在参

与青海玉树震后重建的工作，将要设计结古镇康巴艺术中心。那里由于施工周期短，建设量很

大，重建工作将更加艰难。

对于重建本土文化生态所面临的问题，在此也想和大家共同探讨。第一，是真实地恢复本

土文化，还是转向某一种商业性旅游文化？我们建设了很多民族风情的建筑，这与民俗村、旅

游村很相似，在这中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第二，是本土文化的深层表现，还是仅仅满足于

装饰符号的堆砌？第三，是传统形式的简单模仿，还是当代建筑文化的创新？

关于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在玉树和西宁开会时遇到当地藏族的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使我们对下一步玉树的援建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思路。比如现在

的重建工作基本上是一次性全部建设所有房屋，当地人没有机会自己进行完善和扩建，我们

在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把一次性的建设与可持续的生长相结合？经过若干年不断地生长，慢慢

形成有机的、自然的城乡风貌。其次，是否可以考虑在重建中把专业化的施工队伍和当地的

艺人工匠结合起来？通过整合二者各自的优势，以延续当地建筑的民族特色，保证其不走样。

其三是谨慎对待地方文化的发展变化，藏文化很有活力但也很复杂，如果过于粗放，搞不好

会出问题。因此，我们要将对文化的尊重和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创作的一

个基本观点。

前不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同志又去了甘肃的舟曲，我们也将跟进舟曲的重建工

作，为灾区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然而不可预料的灾害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的某个时候又会不

期而至，我们不知道重建工作何时结束，可能永远不会结束。但是作为专业人士来讲，积极地

根据灾区的需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是我们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作为建筑师的社会责任！

玉树县结古镇震前、震后照片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