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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建筑人文的几点体会

撰文  赵园生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总院第十四工作室

2013 年 9 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现代·北京·中国”三院建筑创作学术交流会的主题为“建筑设

计中的人文精神——绿色人文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主题，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从建

筑院校毕业的工科生来说，正是建筑学这个学科让我们有机会在从业过程中逐渐地感知人文、认识人文、

实践人文，这是一个建筑师对职业和自身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团队设计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下面结合我

参与设计的几个项目，从不同的关注点和人文视角将我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做一个梳理。

人文的知觉来源于历史的感知——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国宾馆

人文的知觉来源于历史的感知，虽然它深固于历史之中，但随时都会给当下带来启发。西安碑林中有

一块绘有大明宫城平面的残碑，拓片中宫城西南位置就是项目的选址。西安作为历经十三朝的古都，其城

市复兴运动和历史发现过程代表了当今的一种经营历史的城市策略，即将大明宫遗址变成一个可“感知”

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且以此作为复兴的基础，让遗址公园成为核心资源以吸引更多的城市功能，形成推动

城市更新的动力。规划将酒店、博物馆和文化设施安排在遗址殿前区一带，这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尝试（当

然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里是不能动的，遗址历史信息的完整和原真是第一位的）。国宾馆这个项目的切入

点正是在这种保护和利用结合的层面上展开的，这可以理解为要让当下人的使用和历史发现形成一个互有

价值的整体。

由于身处遗址，项目设计有非常严苛的规划限制条件，比如限高 12m，而更敏感和更具体的问题是什

么样的形式能很好地融入遗址区。首先，必须放弃的是历史主义的形式，而让建筑形态和历史环境有一个

较大的差异，才不会混淆历史信息。这种新旧分明的原则其实是“历史”在呼唤创新，是“历史”要求当

下文明感知历史，并以当下的价值阐述历史，而这种阐述必然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必须抛开古建筑的形式，

重新建立一个从历史到形式的当下生成逻辑。此项目试图从中国古代城市、园林、苑囿、宅院的同构性中

找到一条贯通古今的空间线索，并在这个认识的高度上去发现建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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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同构性首先在宏观上是城市与大地的关系，先秦至汉唐城址变迁的痕迹如同在一幅自然山水画

卷的一隅落下的印章一样，盖在关中这巨大的山川地理图景之上。这些印中的笔触是城市、里坊、宫殿、

苑囿的围墙形成的一组显著的城市肌理。所有空间和边界都是通过不同层级的墙来实现的，从城市到宫

殿，从园林到厅堂，从宏大的仪式广场到个人冥思的独立场景，形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中国古代城市的

空间层次关系。由这些墙所围合形成的层叠的空间场景按等级排列在匀质同构的宫格之中，内容定义空

间属性的作用远远大于形式。以此逻辑生成的新建筑理应与历史环境形成同构的和谐。

国宾馆内部的墙一层层地分隔出大大小小的院子，叠加进去的场景或是宅或是园。分隔这些场景的

墙又形成交通空间，不同场景的转换是在墙中“走廊”里实现的。最外 12m 高的墙正是宫城遗址的一

个等级，历史暗示了它的存在，它是能与遗址共生的最合乎情理的形式。封闭的边墙使宾馆成为一个完

整的“里坊”，内部高低不同的墙既是获得这些空间场景的手段，又与外墙共同形成了符合同构逻辑的

城市肌理和图示。此形式融入遗址环境的方式是内敛的，外部强烈统一的边界所产生的压迫感与遗址相

呼应，内部却充满了丰富性。

大明宫遗址中的新建筑设计在强化了矛盾的同时，也从历史中获得了新生。从构图上把一个古代城

市的肌理和符号化的空间文化类型变成一个新建筑形式的来源，并且是直观的和可被感知的。

人文的表达来源于地域的认同——常德行政中心

人文的表达来源于地域的认同，地方的文化自信和地域认同是人与环境和谐的基础，也是人与人和

谐的基础，正如《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家园。常德，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源，和许多城市一样，正

在迅猛地发展新城建设，并企图以新建的数十万平方米的行政中心来塑造城市的信心。然而，如此有文

化底蕴和人文积淀的城市应该表现出的不只是信心，更重要的是对这一方水土的认同。

建筑设计以地域性的表达方式，让建筑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协调。新城区山水相连的自然环境

本身就是一幅展开来的画卷，要避免政府建筑群的巨大尺度破坏自然的天际线，最好是让它如一把横长

的镇尺卧在这画卷之中，并让行政中心的景观环境成为自然山水的延续，稻田和鱼塘作为大地景观形成

鱼米之乡的地域背景，象征丰收的斗或仓的建筑主体形成了地域性传统农业符号——“斗”是度量衡，

是制度的象征，“田”是民本，是百姓的象征，隐喻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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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群内部是连续的四个院子，开放且通透。每个院落都是一组园林，稻田和鱼塘从山水环绕的江

南水乡一直延伸到院中的园林里。四个“斗”一字排开摆在一个类似桌面的开放平台上，没有高高在上

的大台阶，市民可以进入中央的公共大厅，保持了传统院落“四水归堂”的格局，有从谏如流的寓意。

这就是从地域性角度去捕捉建筑的人文感，用隐喻和象征去传达人文价值的方式，得到了一个与众不同

的政府建筑。

人文的信念来源于传统的继承——苏州吴江中学

人文的信念来源于传统的继承，它表现在知识教育体系的连续性中。苏州吴江中学的前身是宋朝建

立的县府官学，校园与孔庙并置，教室与殿阁相望，记述了存续千年的教育传统之继承。其紧邻垂虹桥，

身处吴江旧城历史核心区，并与孔庙相衔，现状是其与城市并序、历史传承的积淀结果。随着江南水乡

吴江从运河古城走向太湖新城，吴江中学也要从老城中心区搬到新城区，但其仍然是“新城旧貌，一脉

相承”的。苏州吴江中学固有的人文气息非常深厚，校园内不但有完好的大成殿和棂星门，且存有历代

名人咏吴江的碑林，可谓“千年学统，坐仰先贤”。

建筑设计就是要去延续当地的传统，探究校园的前世今生。最经典的原型就是江南的书院，宋明以

来逐步形成了书院建筑的类型系统，格局严谨，强调空间的有序和流动转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领域性

和场所感的交流空间，这其实与现代教育的人文要求是不谋而合的。用传统书院空间格局对应新校园的

教学区，形成校园最核心的空间架构，然后延伸至其他功能组团。在形成建筑与园林相得益彰的格局后，

建筑的意向就该是“鲈乡吴韵，灰白画理”的感觉了。

江南水乡的美学意境已然通过形式美和抽象美的过程被提炼成可操作的形式和空间语言，在像与不

像的思辨过程中获得构图中传递出的意向，从而达成建筑与绘画的共通。沿着这个意向去发展并形成一

个可控的线索就是建筑于人文的表现方式了。传统建筑的尺度、轮廓和整体感官与现代教育建筑的差别

非常大，简单地从建筑到建筑的转译是没有说服力的，应该建立更高级别的空间对话，把抽象的对象放

大到城市的尺度上，模糊传统民居的小尺度从而得到大尺度的肌理感和形式的动态感，找到一个介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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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之间的可控的中间尺度，从而就能与现代教育建筑匹配了。

现代工业化建筑的柱网和匀质空间与手工化的乡土建筑差异巨大。建筑中的一间教室的尺度是

10m 和 8m，大于整栋传统民居的尺寸，这就需要换个维度去思考。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关系去看，就

会发现 8m×10m 轴网的对角线方向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是一致的，建筑光坐标（南北）和建筑风坐

标（东南）形成一个夹角，沿这个走向的屋脊和天沟就会形成建筑群的导风路径和建筑的通风屋面，

特别适于当地夏热冬冷的气候，其实这是利用阁楼和通风暗层解决节能问题的地方传统方式。

继续以这种建筑群屋面系统风环境的逻辑要求推导出形式和空间，高低变化的屋面与墙体斜交使

得每组建筑内都会产生富于变化的轮廓，这个轮廓就会在环境当中形成一组天际线，勾画出天空和建

筑的关系。一些水平方向的女儿墙会随机打破屋面的切割规律，整体上形成斜向和水平交织的变化和

前后错落关系。这就具备一定的形式感了，屋顶也形成了丰富的变化，消解了巨大的尺度，在某些角

度或场景里会偶然捕捉到吴冠中式的构图和空间意向。建筑语言源自这个顺风起伏的屋面，有的屋面

下是可以利用的功能空间，有的是通风的夹层。如此大尺度的建筑在“风”的塑造下，表现出的是抽

象的江南意向，与书院的大格局相辅相成。

为了让学校的意义更加饱满，设计中布置了很多环境符号，校训亭、碑廊、讲堂、校史馆……原

有的校史馆是学校中最老的建筑，虽然风格不是很搭，但学校认同它，设计中也尊重这种情感的传续

方式，认为其有助于形成校园中轴线上的精神空间。

设计是在一个比较理性的操作过程中，去获得一个比较随机的多样性的结果，这是建筑设计试图

要找到的逻辑，也是在新城建设中传续文脉、建立传统认同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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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园生，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总院第十四工作室副总建筑师，主要参与的项目有：西安大明宫国宾馆七星级酒店、奥运国

家文化综合区城市设计、苏州吴江中学、天水西关保护复兴规划、赤峰体育中心等。

人文价值的回归来源于人本精神——中国社会底层资料馆

中国社会底层资料馆位于北京宋庄。宋庄是一块自我繁殖形成的城市建成区，有各种艺

术家、各种不同的人和各种不同的空间诉求。中国社会底层资料馆这栋小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名

叫于建嵘的画家，他关注社会现实，是植根于乡土的社会学者，他的研究方式、创作方式、观

察角度是“信访”。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位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他在空间

上有自我实现的想法——建造一个搜集、保存、展示别的地方不予以收纳的上访材料的空间，

从而诞生了这座中国社会底层资料馆。其作为研究中国当下社会现状的资料库，为记录中国最

近几十年的社会发展过程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设计过程就是在与房主人面对面的沟通过程中进

行的，了解他对建筑的想法和对社会的想法，还有他关注的那个社会人群的人文角度。

他的想法并不复杂，首先一层要有可以接待老百姓的区域，对这些资料作一个记录放到

资料库里，还要有多功能厅和一个书店。二层需要很多研究室，因为他有社科专业的研究生

要在这里写论文，这些现实的一手上访资料就是他们的课题基础，并且要有交流用的展厅和

会议室。三层相当于一个招待所，从外地来的这些人要有地方住。还有一些志愿者和学生住

宿的地方，以及他自己看书和画画的地方，屋顶的平台也可以利用起来作为交流空间。这些

就是他全部的空间诉求。串接所有平面功能空间的是中间的透天楼梯，它像天梯一样逐级地

从一层窄小的入口一直走到天台上去，同时也是一个展陈空间，如同他的画作“夜色山河”一

样，反正会有一处光明在远方。运用非常简单的框架结构和清水砖墙的建造方式是宋庄最常见

的，但低造价和低成本并不影响空间的丰富性和使用的舒适性。

几点体会 

每个项目都对应一个话题：大明宫遗址公园国宾馆是一个关于历史感知的话题，如同文

艺复兴中的发现和感觉，就是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哪怕仅是形式上的一种启迪或是提醒；常

德行政中心要的是一个地域认同，不要把政府的建筑都做成一种表情，要有多样性，跟当地结

合起来，这样才会产生本质上的认同；苏州吴江中学是一种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的思考，以及强

烈的人文诉求的反馈；社会底层资料馆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于建嵘自我的空间实现做了一些

设计工作，再有就是通过建筑把当下现实中的人文关怀表达出来。从历史到地域，从传统到人

本，这也是从历史的人到现实的人的过程，是从很宏大的人到具体的人的过程，直到一个现实

中的人，一个想盖房子的人和他关注的那些人，让这个“人”的过程有了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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