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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涵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拾壹工作室

《一点儿北京》的故事

“记录现象，这很重要”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让研究和思考很难

跟上现实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特有的城市现象，例如城中村（新

疆村）、蚁族聚集地（唐家岭）、拆迁钉子户（最牛钉子户）、占地若干平方

公里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天通苑）。有些城市现象在两三年甚至几个月内就消

失得无影无踪，有些则持续发展变化若干年。面对飞速的城市发展，目睹一幕

幕城市巨变，我产生了记录城市有趣现象的冲动。正如建筑师王昀说的：“记

录现象，这很重要。中国现在正在迅速变化，没等你想明白就消失了，记录下

来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西直门》

西直门地铁换乘站是我选择的第二个记录

点。理由很简单，首先它是我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其次当时（2007 年）的西直门地铁站还是北京最

臭名昭著的换乘站，换乘距离极其漫长。这个挤

满了人的复杂线性空间（换乘路径）让它成为北

京城市扩张过程中的一个奇观。记录的重点是如

何表达复杂空间的连续感。我最终决定通过全景

轴测图的形式进行记录，这种方式可以获得空间

上的连续感。《西直门》这幅画是我创作的第一

张纯粹记录现实世界的作品。设计被彻底放弃，

现实成为唯一被表达的内容。对乌托邦的幻想已

彻底被对现实的玩味所取代。在这幅画的制作过

程中，一些表现复杂场景的技巧得到了初步的发

展，譬如当空间复杂时，必然会造成前后元素间

的相互遮挡。透明化是解除遮挡的方法，但是透

明会导致叠加，最后使空间变得更加混乱复杂。

《西直门》使用的方法是剖切，通过一把“无形

的刀”在遮挡物上切开口子，露出后面的空间。

这种方法不仅取消了遮挡带来的空间表达的局限，

同时也清晰反映了元素的前后关系。在记录《西

直门》的过程中，地铁 4 号线开通，西直门的换

乘路线又发生了改变。图画中记录的一部分空间

已经消失了，于是，无意之间，对现实的记录变

成了对历史的记录。 西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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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香人文空间

卢卡斯墨西哥越南餐厅

时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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