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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Creative:
Interview with YAMAWAKI
多于创作
——访日建设计山  克彦

采访  朱晓琳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翻译  何佳琴  日建设计

AT：作为结构工程师，您如何看待自己在一个

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Y A M A W A K I ： 虽 然 我 是 一 名 结 构 工 程 师， 但

我认为结构工程师要做的不仅仅是结构设计，还要从

建筑的设计、立面形态等多方面进行考虑。我不喜欢

墨守成规，我更喜欢挑战，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建

筑师有更大的发挥余地，从而令建筑变得更加美丽、

独特。

AT：在中国，结构工程师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小，

很多是建筑师提出方案以后，结构师才跟进。其实

中国的这种现状也源于教育体制，在大学阶段，建

筑和结构专业几乎是分离的，因此建筑师普遍没有

太多的结构概念，而结构师也普遍缺乏建筑师的想

象力。在日本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YAMAWAKI： 三、四十年以前，日本建筑师的

结构基本功是很扎实的，一般在方案阶段就开始考虑

采取什么样的结构体系，后续只需要结构师帮助具体

实现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因为结构的技术一直在发展

和更新，很多建筑师无法这么快或者说没有这么多精

力全都去了解和掌握，所以在日本现在更加趋向于建

筑师和结构师从项目设计的最初阶段就一起协调和沟

通，属于相互交叉的、很紧密的工作方式，达成彼此

认同的最大化效果的建筑。

说到教育体系，中国和美国应该是比较相似的。

但在日本，大学期间的教育是把所有的部门，包括建

筑、结构、设备、地下设施、音响组合在一起教授的。

在大学四年级之前，学生需要同时学习上述课程，直

到第四年开始才进行专业上的分离，根据学生选择的

方向进入更专业的学习。但作为学生来讲，能够接触

到实际建造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现在很多大学会邀

请建筑师和结构师去讲课，把一些实际的建造经验传

授给学生，这是对日本现行教育的一种良好补充。

AT：日建设计的设计部门的架构是怎样的一种

情况？具体到一个工程而言，各部门是如何配合的？ 

YAMAWAKI： 就我们公司来讲，设计方面主要

分为建筑、结构、设备三个部门。就一个工程而言，

分为四个阶段：基本规划，基本设计，详细设计，现

场设计。建筑会自始至终贯穿四个阶段；结构在最初

的基本规划和基本设计中会参与一点，不会很多，但

到 初 步 设 计 时 就 会 完 全 跟 进； 设 备 会 在 详 细 设 计 进

行 得 差 不 多 的 时 候 跟 进。 就 人 数 分 配 来 说， 一 般 是

5~10 个建筑师 +1 个结构师 +1 个设备工程师的专业

队伍来操作一个项目。

AT：本刊多次报道过日建的项目，这些项目大

多都比较复杂。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你们在日本

东京完成的索尼大崎大厦，那栋建筑通过生物外皮

给环境降温。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日建设计是否有一

个专门的团队来开发这种创新性的产品以应用到你

们的项目上？

YAMAWAKI： 索尼这个项目是非常有意思的，

赤陶土制成的内部多孔的百叶构件，一方面起到阳台

栏杆的作用，一方面又在蒸发冷却方面发挥功效，可

帮助降低周围区域的温度，缓解热岛效应。这个项目

最初的想法是由建筑师提出来的，之后建筑师通过与

厂商、设备工程师的沟通，一起来实现创新。日建设

计并没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去研发新的产品，但我们会

根据每一个项目的特点，联系多方资源去完成一个创

造性的设计，同时我们在设备部门里有一个团队专门

进行新能源、新建筑的模拟计算，为我们一些富有挑

战性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AT：我也了解到日建有一个高层建筑是螺旋上

升的一种形态，这在高层建筑中是很少见的，能谈

谈这个项目的设计初衷和结构设计吗？ 

Y A M A W A K I ： 螺 旋 塔 是 我 们 参 加 一 个 竞 赛 的

项 目， 当 时 业 主 希 望 设 计 方 提 出 一 个 前 所 未 有 的 方

案。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学校，包涵计算机、医疗、

艺 术 三 个 学 院， 我 们 的 想 法 是 把 这 三 个 学 院 相 互 交

叉， 互 相 推 进， 形 成 一 种 螺 旋 式 的 上 升 状 态， 预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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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螺旋塔在外观上看起来很复杂，

但 其 受 力 是 比 较 简 单 的， 主 要 依 靠 中 间 的 筒 体 结 构

来 支 撑。 因 为 如 果 主 体 结 构 设 计 得 很 复 杂， 那 么 受

力 就 会 很 难 分 析， 从 而 无 法 控 制 局 面。 所 以 我 们 就

把 中 间 的 筒 体 结 构， 即 我 们 称 之 为“ 内 管 ” 的 椭 圆

形 核 心 筒 做 得 非 常 牢 固， 而 后 将 与 之 联 系 的 框 架 做

得 很 轻 巧， 并 按 照 螺 旋 状 包 裹 起 来。 同 时， 螺 旋 塔

外 面 的 形 态 是 扭 转 的， 外 面 一 层 体 系 采 用 了 斜 柱，

斜 柱 的 一 部 分 断 开， 断 开 处 用 阻 尼 器 连 接。 也 就 是

说 核 心 筒 的 作 用 主 要 是 承 受 外 力， 如 此 一 来， 外 围

结 构 体 系 就 可 以 做 得 比 较 轻 巧， 两 个 体 系 的 结 合 实

现了建筑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协调。

AT：听了您的讲述，我想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

有两个不同的特质，建筑设计更追求视觉、创新，

结构设计则要更多地保证安全。作为结构工程师，

您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

Y A M A W A K I ： 我 认 为 安 全 和 创 新 都 很 重 要，

但 作 为 我 个 人 来 讲， 我 更 喜 欢 接 受 挑 战。 建 筑 师 说

“ 这 个 是 不 是 做 不 了？”， 我 的 第 一 反 应 往 往 会 是

“ 不 是， 做 得 了。” 创 新 是 我 接 受 项 目 时 的 一 个 最

直 观 的 想 法， 然 后 我 会 退 回 到 工 程 师 的 角 色， 考 虑

安 全 性， 二 者 不 可 能 完 全 分 离。 如 果 说 建 筑 没 有 特

色， 结 构 上 可 以 非 常 简 单 做 到 的， 这 样 的 项 目 意 思

不大。但比如说结构正好有一个点可以跟建筑融合，

二 者 恰 巧 交 汇 在 一 个 点 上， 这 是 我 一 直 在 追 求 的 一

种 平 衡。 譬 如 说 名 古 屋 是 地 震 多 发 区， 如 果 结 构 体

系做得很保守，那么建筑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特色，

但 假 如 能 够 通 过 巧 妙 的 设 计， 把 柱 子 做 得 很 轻 巧 细

致， 空 间 得 到 解 放， 那 么 建 筑 形 态 自 然 就 会 得 到 提

升， 这 样 我 作 为 一 名 结 构 工 程 师 就 不 仅 发 挥 了 结 构

设计的基本作用，同时又为建筑的形态提供了支持，

这会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不妨将建筑与结构比作是一对夫妻，建筑扮演的

是丈夫的角色，结构扮演的是妻子的角色。如果像日

本以前那样的大男子主义，都是丈夫发号施令，妻子

只是默默承受，那么是造不出好建筑的。反过来，如

果是女权主义，同样也造不出好的建筑。最好的情况

是妻子才貌兼备，并且完全支持丈夫，二者共同谋划，

互相尊重，才能缔造出美丽的果实。

  

AT：日本的建筑都非常精致，施工也比较精细。

我想了解一下日建设计在操作设计和施工方面是如

何保证完成度的？

YAMAWAKI：在进行初步设计时，我们所有的专

业，建筑、结构、设备会共同设想建筑将来会是什么样。

一旦开始施工，监理方就会进来开始同步检查设计图纸、

施工图纸，有了第三方的监管会使建筑更加科学有效地

实施。如果说仅仅是设计图，没有监理，可能又是另外

一条路了。日本有这样一种文化，就是会为对方考虑。

无论是我们日建设计，还是日本的一些其他的设计机构，

或者是大学的体系，都有为他人着想的特点，这样大家

会为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就容易达成所想。

AT：日本是地震多发区，结构行业在针对地震

方面，特别是在抗震规范上有什么更新？

YAMAWAKI： 正 如 你 所 说， 日 本 是 多 地 震 国

家，所以抗震规范也越来越严格了。特别是东京大地

震后，我们发现建筑的主体结构基本上都没有大问题，

反而是很多吊顶或者其他装饰性构件成为伤亡的主要

因素。因此，日本针对房屋的吊顶和其他一些构件都

建立了新的课题研究，使其更加规范化。我想这对中

国也是一个有益的参考。但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从对

主体结构的抗震设计规范到现在考虑吊顶的设计，其

实是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相信中国可以在一个

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提升。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项目，虽

然有业主希望造价低一些，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直接委

托时特意把建筑做得比一般的标准要高一些的要求。

作为我们来说，会给业主一些选择，比如造价高的话，

性能也会提高；造价适中的话，性能也适中，投入和

性能是成比例的，这是我们日本设计师的做法。

AT：如今世界范围内都在提倡绿色、环保、节能。

作为结构工程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您的专

业范畴内，可以做出哪些努力？

YAMAWAKI： 首先，因为日本是地震国，所以

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保证建筑功能的持续运行是节能

的重要点。其次，保证建筑材料的耐久性和后期的维

护也是环保的体现之一，但对于废弃材料的再利用这

点，虽然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考虑到投入产出比，

并没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性。再次，做更长远的设计，

让建筑、结构、设备通过改进能够满足未来的需要也

是相当重要的。

作为日建设计，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建筑。

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More Than Creative”！意思

就是说不仅仅是创意，更要关注更广泛的内容，与时

俱进，做富有生命力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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