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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制造

——关于北庭故城遗址南门工作站的自问自答

撰文  朱起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一合建筑设计研究中心U10工作室

这是一座新疆的房子，匍匐在天山北麓的绿洲里，自此向北200m，是曾控制整个北疆的北庭故

城。作为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重要节点，这里正在建设一座考古遗址公园，它是第一个完成的

配建项目。工程从2013年5月开始，7月初结束，消耗了我和工人们的半个夏天。在工地上，我看着这

栋房子从图画变成现实。

关于它，能讲的故事很多。为了叙述得清晰直接，我设计了一个蹩脚的自我访谈，试着简要描述北

庭故城遗址南门工作站的建造点滴。

六流兼职记者：朱起鹏（以下简称记）

六流职业建筑师：朱起鹏（以下简称建）

记：先介绍一下方案吧。

建：方案从看见基地的第一眼就形成了。因为离遗址很近，房子要尽可能低调，所以选在大道边

的一块地。道边有许多大杨树，在那盖房子，大半能被树遮蔽，符合“藏”的要求。房子做低，屋顶覆

土，和周围的田野能连成一体。第一轮方案曾把房间扣在一个壳体下面，向遗址敞开，有很美的框景，

但壳体这个形式比较抢眼，被否决了。第二轮从进入遗址的路径出发，把工作站做成一个人流的顿点，

通过标高和空间宽狭的对比，完成人们进入遗址前的情境转换。后来盖起来，我反复走那个设想的路

径，工人们还以为我在哪儿丢了东西呢。

记：建成方案好像材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什么？

建：北庭故城是土遗址，为了和遗址环境协调，开始想用夯土或草泥抹面做外墙。但北疆夏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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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朱起鹏给北阙削铅笔

雨，建筑主体低于周边地面，担心土质墙面会受雨水冲击，就想过换材质。后来在工地现场做了几堵实

验墙面，一种用钢网涂抹草泥，一种用当地的大卵石砌筑，还有一种是用天山产的毛石错砌。一圈看下

来，都觉得毛石错砌不错，颜色与基地土壤接近，还能和真正的遗址区别开。于是顾不上施工难度，就

敲定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挺正确的，它为建筑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表现力和细部。岁月会在石头上留下

痕迹，和遗址一样有时间维度的表达，这让人很兴奋。

记：您说的施工难度指什么？

建：毛石错砌是个手工活儿。想要质朴的效果，石头的大小、形状都要有差异。基本上每块石头都

需要石匠的拣选和再加工。低处还好说，工序都在地面进行。可我们的墙面最高点接近4m，需要在半

空中搭工作面。石头多数都在30cm以上，搬上拿下很花力气。而且我们设计毛石层就400mm厚，砌高

了得想办法加强毛石层和建筑外墙的整体性，就需要在里面加连接筋。连接筋是钢的，师傅们砌石头时

颇为碍事。林林总总，都是问题。

记：这些在工地上是怎么解决的？

建：主意多半是师傅们想到的。他们用已粗加工过的方料代替完全不规则的毛石，减小再加工的难

度。但我一开始对这办法有些抵触，总觉得会降低建筑质朴的特质。但当料石以斜错的“冰裂纹”（石

匠师傅的叫法）砌出一段以后，反倒让我觉得料石错砌比毛石错砌更有微妙的人工感。这种感受对于

埋没在田野中的工作站来说也许是更好的，它与周边原始环境形成适度的反差，让它自身的存在感增强

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料石极大减小了施工难度，石块的接缝更容易控制，彼此咬合，墙面的整体性也

改善不少。

前期实验墙

实验墙砌筑

毛石挡土墙砌筑过程

主厅夜景 内庭院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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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还有没有类似这种表现工人智慧的例子？

建：门窗的制作也算是吧。建筑里有三扇2.4m×2m的落地大窗，和一扇将近5m2的大转门。我们

原以为这种特种门窗要指望门窗厂家订做，可工地偏远，制作量又太小，根本没有厂家承接。后来发现

当地的木工师傅们也能鼓捣出来，外观、开合都达到了我们预想的状态。还有卫生间窗洞上的石砌过

梁，本来要打一个混凝土过梁，但做了好几次都达不到要求。工期临近，石匠师傅提出拿石头砌，但跨

度1m多，不能起券，又没有满足跨度的大石材，怎们可能平砌出过梁呢？后来梁砌出来了，挺漂亮。

但拆支撑物的时候我还是很揪心，生怕出什么问题。不过建成这么久，没听到什么动静，看来师傅们没

有吹牛。

记：你觉得这座房子属于低技建造的实践吗？

建：低技是什么呢？低技不是很低的建造技术，相反它是一种需要很高智慧的建造策略。以高效率

配置所能得到的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达成建造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低技。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尝试可能算不上低技。首先这个技术不是本地的，石匠们老家都在陕

北。石材虽然产自本地，但当地人不用它盖房子。说到底，这是在用外地人、使用外地工艺和本地材

料，建造一个适应本地环境的房子。因此它的建造费用远比周围农民房高，付出的管理成本也大得多。

当然，北庭有它的特殊性，地埋、覆土、现代需求的引入，肯定不该与周遭的民宅相比。而且它

毕竟尝试利用在地化建造技术展现在地化的特征。施工中，手工艺的部分很大，我们尽量用简单的方

式处理复杂的建筑问题，对很多建造方式做了变通，这表达出了偏远建造的特质，算是部分符合了低

技的初衷。

在偏远地区，我们总希望结合当地传统的建造模式实现建筑，但这其实是很奢侈的想法。中国多

数地区，所谓正规的施工技术水平不高，但乡土建造却飞速退化。许多低技建造手段正在连同建材、

工具和建造者一并消失。在这种上下够不着的潮流中，低技建造变得很尴尬。有时仅仅是去为常规建

造“补台”，成为个别聪明工匠的灵光一现。系统而有效的乡土建造机制越来越难寻觅，我现在突然

很理解王澍培植工匠团队的行为。活着并发展着的乡土建造需要人来真实地传承，而不是作为一个标

签被随意粘贴。

记：在北庭的施工现场，建筑师起到什么作用？

建：首先是监督设计意图的落实。地处偏远，项目又小，所以是标准的乡镇施工模式，层层分包，

由一个大包工头带领着好几拨小包工头来做。小包工头们身上都背着好几个活儿，这个200多平方米的

小房子，大家都没有太放在心上。工人们多半是仓促赶来，尽快干完，抬腿就走。系统地理解图纸根

本谈不上。糟心的是现场常驻的施工员也并不大懂图纸，大家都按照常规的盖房习惯去操作，弄出不少

问题。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驻场建筑师更多充当的是施工员的角色，将图纸转译成工人们可以理解的指

令。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去新疆之前还做了大量细部三维拆分示意，形成一本施工指导册带过去。

后来证明挺有用的，工人们看这个比看蓝图理解得快。

其次是把握施工质量，主要是手工艺部分。砌石头、拼接木质外墙，都是手工活，全靠师傅们的手

艺和心情。盯得严一点，完成得就好，松一些，就出纰漏。这样的例子很多，有时是要冷下脸要求返工

的。这让我想到赫连勃勃修统万城的故事，无论古今，好工程肯定是严格控制的结果。

记：这好像都不是建筑师的工作，一个属于施工员，一个是监理。

建：是的，北庭比较特殊，但这也许是这类偏远小工程的共性。建筑师往往要分饰很多角色，才能

使项目向好的方向发展。当然建筑师在现场，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要做。譬如临时的设计调整，这是最

多见的。拿室外地面说吧，本来希望做出类似水刷石的效果，但做了几块实验地面都不理想，不是露浆

严重，就是石子脱落。后来听说西安类似的地面使用沥青做粘接剂，施工队就联系了一堆施工路面的单

位，可是人家的大型机械根本塞不进去啊。机器做不了，人洒又很难保证质量。眼看交工日期临近，再

去请专业的景观队伍也不现实。于是我就试着在混凝土基层上直接干铺石子，因为在日本古迹中见过类

似的铺地例子，也算说得通。结果视觉效果非常漂亮，脚感也有特色，只是浮石容易藏污纳垢，脏了不

好清理，这点比较遗憾。

石砌过梁支撑体拆除中

落地窗木质开启扇开闭情况

石砌外墙和木质外墙关系

石砌墙面返工

电瓶车停车坪

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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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房子建成了，类似的遗憾多吗？

建：多了去了，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建筑更是了。从室内石地板的颜色到小便斗的间距，很多地方

和理想有差距，但最没想到的是建筑进入使用时的阵痛。建筑落成后，我就离开新疆，半个月后那边传

来使用的照片，令人大跌眼镜。即使之前为他们订了管理章程，并选了很多室内设施，但这种远程控制

实在是太乏力了。

后来想想，是不是建筑本身也有问题呢？好建筑应该是禁得起折腾的，这个我们还有差距。建筑

师总是给建筑设想一个完成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它该有怎样的家具、怎样的装饰、出现怎样的字体都

是确定好了的。但其实不可能，使用的人们总有自己的想法，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钻进设想的场景

里。这就要求建筑要有更大的吸附力和包容度。自己做的太纯净，反倒拒人千里之外，这种建筑的适应

力就太小了。

记：那现在你觉得好建筑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建：满足现在和较长时间后的功能需求；对形成良好区域风貌有益；能反映时间的存在感；施工便

捷；牢固耐用；建筑花费与综合效益对等。暂时想到这么多。

内庭院

竣工后建筑室内

与石匠师傅的合影

业主：吉木萨尔县文物局

地点：新疆昌吉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南

建筑面积：193m2

设计 / 竣工时间：2013.3 / 2013.7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一合建筑设计研究中心U10工作室

设计人：于海为、朱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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