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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的人文关怀

吕品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

大概两个月前策划“重生展”活动的时候，《建筑技艺》杂志魏星主编跟我提出想让我谈一下灾

后重建的人文关怀问题，我当时爽快地答应了，但当真正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却发现这个话题并不好

谈。大家平时都说要重视人文关怀的问题，而要真正落到具体细节上却不是那么容易。对人文关怀的理

解和认识有很多概念、很多解释，我在此做一些梳理，简单介绍如下。

一般认为“人文关怀”发源于西方的人文传统，强调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关心人的丰富多样

的个体需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描述，其

实也是很抽象的描述。用以上述观点来审视现实问题，我们可以得到对于人文关怀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两天大家都非常关注智利矿难，智利在今年年初发生了地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又发生了震惊世

界的矿难。从8月5日发生矿难之后，你看到他们整个救援过程，特别感触深刻的是把35个矿工的照片通

过各种媒体及时公布出来，而不仅仅是公布名单，更不是以一些符号、一些号码来代替。我想这就是对

人的最基本的关怀，体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主体性。前几天救援已经结束了，可以说创造了一个灾难救

援奇迹，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社会、政府部门，还是深埋在地下700多米处的35名矿工，都表现出一种

积极的、坦然的、淡定的态度，面对灾难，各方都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救援措施，这方面有很多东西值得

我们学习。

所谓对人的关注、人文的关怀，体现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就是具体而周到的考虑和安排，比如说在

精神抚慰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简单的说教，给受困矿工讲精神胜利，而是让受困矿工如实了解救

援进展情况，做好等待漫长救援的心理准备；在物质保障方面，给他们以受困期间生活上的指导，让他

们做好一日三餐的安排，甚至是自己组织起来进行一些集体活动，用矿灯模拟白天和夜晚不同的时段，

即使是非常时期也能让受困者像平常状态那样生活，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在救援一方体现出对生命的

珍重，而对受援一方而言，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人的主体性，激励受援者在灾害面前发挥出

自强不息的精神。

矿难现场智利矿业部长亲自钻进救生舱向被困矿工亲属做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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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师坂茂设计建造的纸教堂在台湾埔里桃米社区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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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和中国美术馆做过一个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展览期间在跟媒体和

其他建筑师交流的过程中谈到人文关怀时，我曾经提出，人文关怀重要的是在两个层面上的具体落实。

第一个层面是，如何使得灾民更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是需要踏踏实实落实的。所谓灾后重建的人文关怀

不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怀，更不是说对灾民的施舍，我觉得应该是通过外界社会的帮助而激发灾民能

够通过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灾后重建很多的指导方针里面都包含了这些内容，而且今天很多专家也通过

他们的规划设计提供了一些具体举措。这个层面的人文关怀还应该包括精神的抚慰。台湾921地震后，

埔里桃米社区把日本建筑师坂茂设计建造的纸教堂在社区中进行重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这个纸

教堂在阪神大地震的恢复重建过程中曾经给灾民以极大的精神抚慰，把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重

建，对于灾民将起到一种心理安慰和非常有效的精神鼓舞作用。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当地灾民很好

地利用了这个空间，成为相互交流、相互关怀的一个精神与文化场所，这是生存方面的问题。灾后重建

人文关怀的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如何使得灾后重建为灾民提供可持续性的发展空间也是我们设计时候

需要考虑的。灾后重建不仅仅是提供给灾民一些建成品，我们还要考虑到它将来的使用和未来的发展。

今天发言的很多专家在他们的设计中都有一些体现，包括管理的措施、运营的策略等，我觉得应该给予

一种持续的关注。前面说到的台湾埔里桃米社区的灾后重建，建筑师充分挖掘了当地自然生态资源，在

重建规划设计中精心保护并利用了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生态旅游价值，为社区规划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

活方式，即依托生态旅游为灾民提供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的能力。我们中央美院建筑学院有位老师做了

一个希望小学的援助设计项目，这个设计把学校和一个背包客的旅店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为到偏僻的高

原山地旅游者提供了栖息之地，为志愿者提供了支教、公益服务的场所；另一方面，旅店的运营也可以

为希望小学提供持续的经营收入，维持学校将来长久的发展。在这里，捐建者和设计者把物质设施的提

供与运营模式的建构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非常有益的尝试。

我们中央美院建筑学院援助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时，一开始就充分考虑了产业

规划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不是把规划停留在一些功能指标上。实地考察中，我们对于一些当地的文

化、当地的手工艺术以及当地一些可以作为将来生产力的元素进行调研分析，提取出来并落实到重建规

划的产业发展中。在掌握了当地的文化、手工艺以及物质资源之后，我们向学校申请提出把师生捐助的

善款用于当地建设一所以手工传习为主的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将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宣传文化的场所，

还要通过手工艺传习的方式，让灾民学习到他们生存的手工技艺，同时也打造一个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的平台。

事实证明，灾后重建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建构，还要满足精神层面的需求，不仅要满足当

前急需的生产生活需要，还要为未来长久的健康发展提供可能。通过今天对灾后重建的研讨，我们要更

加重视灾前的规划与设计，灾难相当程度上的不可确定性，意味着现在每一个建设都可能面临灾难的挑

战，即使不是地震也可能面临水灾、火灾、风灾等其他各种灾难，充分考虑防灾减灾的设计，就意味着

可以尽量避免更多背负悲伤的灾后重建，这也是灾后重建应该体现的最大的人文关怀。

磁峰镇文化中心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援建设计的希望小学和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