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 

INSPIRATION FROM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踏入现实：建造教学中的身体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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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计院的环境不同，学校教学中的建造活动往往受到较强的经济及技术限制，而且建造通常由学

生完成。因此需要通过设计来解决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与自己身体有限建造能力之间的矛盾。这

样一来，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建造，设计自然地要和建造行为发生关联，对待场地的方式、材料的

选取和使用、建造方式、节点连接逻辑均会被纳入设计思考。通过对建造教学中设计建造过程的分

析，来说明在建造活动中身体所诱发的思考如何影响设计，造就新的设计可能，为我们重新探讨今

天的设计方法论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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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建造与身体经验

如今，建筑师的工作方式已经高度程式化，如通过使用绘图软件来进行设计，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

模的建筑项目，使用混凝土或者钢结构，配合砌块、外保温、涂料、挂板、幕墙等表皮技术等等。这些

足以将建筑师自身排除在建造活动之外，同时也造成了建筑师的身体缺席于建筑的建造与场地。强有力

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似乎可以维护建筑师通过计算机设计达成形式操作的强势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形式

的困境。这种困境恐怕源自将身体抽离于建造现场所产生的虚无，设计者丧失对材料、构造、工艺的敏

感后，建筑学的可能性也会在创作中被挤压。

建造教学训练正是在这种设计环境下为学生提供一个可以通过身体劳作来认识场地、材料以及形式

的设计和实施过程。在这里，图纸并不单向地形成对设计的控制，在绘图、材料操作、工艺思考、真实

建造、空间营造的整体过程中，设计者有机会不断地通过身体思考来调整设计。   

与商业环境不同，建筑学院中的建造教学一般不介入社会商品生产的链条，不过多地涉及经济利

益，且往往尺度较小，这使其自身组织灵活、开放。但在这类教学中，学生需要承担设计和施工的双重

责任，而且，建造往往在不具备理想经济、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发生。在这种限制下，强调实施的教学方

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让身体直接面对真实建造的机会，重新形成对设计建造的思考、行动。

尊重场地，就地取材

在以实际项目为依托的建造教学中，真实建造使场地变得不可回避。除去对日照、风向、植被、水

文、流线、景观等因素的考虑，学生需要更精确地回应地形。失误往往会导致工作量的成倍增加，而同

时作为施工方的设计团队将承担最终结果。因此，与巨额资本支持下的城市建设不同，学生在建造教学

中处理建筑与场地的关系时需要更加谨慎。

在柏林工大2011年的坦桑尼亚“Mwangongo”旅舍项目中，由于当地新法规的要求，项目所在地

不得不从湖滩原始建设位置上移30m，最终落于一座小山脚下。新地块坡度较大，学生不得不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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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场地设计、出入口开设方式和管线铺设等实际功能问题。在新地形的影响下，原始设计周边加设了两堵挡

土墙，为建筑入口留出场地（图1）。同时，学生在设计中将原有方案室内外高差微微提升，在坡地另一侧形成

了木柱支撑的露台，以减少挖方带来的工作量。在2012年柏林工大的墨西哥实践课中，由于项目同样位于坡地

上，这个为种植咖啡女工们建设的销售和休息地被分设为坐落在坡地高低两端的两栋建筑，而坡地中段则被改为

台地式的内院。这也减少了平整场地所需的工作量（图2）。

除去对地形的回应，出于预算的限制，如何降低成本获取材料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坦桑尼亚

“Mwangongo”旅舍项目中，建设挡土墙以及建筑基座的岩石便采自村子周围的橙色山岩，在降低预算的同时使

项目获得了特有的性格（图3）。此外，学生们通过铁锹、筛网和推车从湖滩上获取浇筑混凝土所需的卵石和沙

子（图4）。相似的建造思考发生在奥本大学。在莫可比乡村工作室的早期实践中，由于缺乏经费，学生们需要考

虑如何创造性地将社区附近的各种废料引入建造，配合粘土、秸秆等廉价材料，改善贫穷住区人们的生活状况。在

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学生们建造出了由废旧汽车轮胎、挡风玻璃、旧牌照、废玻璃瓶等垃圾材料组成的构筑物。

在实际的建造中，对待总图的态度以及收集材料的方法都和自身的劳动息息相关，如何尽可能地在设计阶段

减少可能出现的冗余工作，为建造提供便利，是一个建造者应有的自觉。

开放构造，小料大构

在谢英俊2005年与天津大学合办的“协力造屋”工作营中，开放构造的观念被带入建造。以栓接为主的轻钢

体系便于操作，相较于焊接技术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同时，开放构造将建筑构件拆分为小型单元，易于施工。通

过学生们的工作，证明了轻钢体系在建造上的便捷。

如今，使用轻便材料和开放节点来实现结构稳定已经成为建造教学中的常见做法，大规模的混凝土浇筑和

钢结构焊接工作被规避。在柏林工大2010年“扎齐拉学校（Zaachila）”的建造教学中，学生用螺栓将截面尺

寸较小的木材穿孔栓接形成主体结构，为项目自身带来特有的结构形式，木料拼接而成的结构显得精巧而轻盈

（图5，6）。在柏林瓦剧场的建造过程中，王澍向参与建造的学生明确指出了编木拱“小料大构”的特点及其和自

身表现性之间的关联（图7）。在香港中文大学无止桥系列实践中，使用铁笼收集碎石来制作桥墩成为了一套习惯性

做法。在这些案例中，设计者在考虑如何使用材料、选取构造方式时将对建造者的体力的考虑整合到设计之中。

同时，开放节点也经常与混合结构配合在一起出现在建造教学中。如在“扎齐拉学校”建造教学中，混凝土

地梁、柱础、短木和螺栓拼接的木结构梁柱、土坯砖墙壁、彩钢板屋顶等构造系统的彼此配合完成了对学校功能

需求和资金限制的回应。在木材、金属构件、混凝土基础的材料连接次序中，反映出这样的建构思考，即木结构

与混凝土结构联系时需要通过金属构件过渡，以更好地实现连接，减小木结构形变对其与混凝土结构或者墙体的

连接部位可能产生的影响（图8）。预制小型柱基、现浇连接基础、轻木结构框架、土坯砖墙、金属屋顶，正是

这种构造上精细有序的考虑和设计，让二十名学生在三个月内完成了500m2校舍的建造。

图1 旅舍墙壁、挡土墙与地形之间的关系 图2 建筑布局对场地坡度的回应 图3 橙色山岩砌筑的墙体

图4 劳拉和乔安娜用小推车运送采自湖边的沙石 图5 扎齐拉学校中短木相接形成的特殊节点 图6 扎齐拉学校中断木相接形成的特殊结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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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王澍柏林瓦剧场项目中的编木拱 图8 混凝土、钢、木之间的连接逻辑

图10 表达扎齐拉学校项目中模版拼接方法的图绘

图9 扎齐拉学校项目中学生

制作的模版

图11 表达扎齐拉学校项目中木结构的栓接关系的图绘

图12 表达独乐寺山门新门扇悬挑构件构造逻辑的草图 图13 表达独乐寺山门新门扇细部节点插接关系的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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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构造作法上的细致思考，源于建立身体、材料及建造之间关联的渴望，设计者只有置身于建造过程之

中，才能保持对材料重量、尺度、连接方式与功能、形式之间关系的敏感。

面向建造的设计表达

1903年，比利时人埃内比克（François Hennebique）的钢筋混凝土专利被迫开放。自此，成体系的现代混

凝土技术持续影响至今，形成了一套高效的设计系统。如今，建筑师们可以将混凝土视为一种理想的设计工具，

即便对其并不了解也可以安全地进行使用。因此，很多设计图纸并不面向建造。这种认识上的停滞使今天混凝土

技术在我国得到大量使用时并未涌现出足够多的具有良好质量的作品。

混凝土需要支模浇筑制成，在其工艺中，模板成为影响表现性的重要因素，康的名作“萨克研究所”就很好

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扎齐拉学校”建造课程中，在设计好混凝土基础后，教师要求学生们认真地对如何

浇筑基础加以图绘。在这个过程中，混凝土自身的表现性及功用被以建造图示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在这个项目

的设计图中，人们可以看到有关拼合木柱和木梁的设计图纸。图纸上对短木料的拼接方式以及螺栓的位置均加以

明晰地表达。在这样的绘图中，设计实体不再是表达的重点，实现设计的工艺成为了表达的主角，而这种图绘

正是在真实建造的前提下进行绘制的。在这些图绘的支撑下，学生们在浇筑混凝土之前便开始有目的地购置制

作模板所需的合适木料，并将其拼接在一起，混凝土浇筑才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图9，10）。同样，在梁和

柱的施工过程中，由于前期准确的螺栓定位也使对木材的加工更为精确、美观、合理（图11，5，6）。

在天津大学教师丁垚组织的2014年春季本科一年级教学中，学生需要在独乐寺完成山门临时门扇的

设计和制作。为了精确地回应山门结构所框定的尺寸，所有的设计内容必须被给予准确的计算和定位。而

2m×4m的单扇门尺寸使制作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由于严苛的限制条件，学生从草图阶段就开始思考如何

制作，制作概念被自然地引入设计，并贯穿于图纸与最终的建造形式之中（图12，13）。在这些图纸的绘制

中，对建造方法和过程的表达同样源自身体的建造需求，这种工作方式使图纸、形式、材料、构造、建造和身

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密不可分。

在整个设计中，山门的环境氛围、门在今天的意义、轻型和临时性的需求、短缺的材料、门扇的结构、对

辽建筑木结构的回应、象征性、加工顺序、拼装方式、学生自己的体力、工期，这些问题都在设计上得到回应

（图14）。对这个作业，评图嘉宾王方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比较出乎意料的是天大的这个门，因为一开始看

到照片的时候很犹豫，但一旦看到实物你会觉得很震撼，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场的工作。”独乐寺的工作人

员赵智慧则认为：“虽然这个门看起来很简洁，很粗犷，但我觉得，它有一种独乐寺的灵魂在里面。”获得如

此的评价，需要设计者长时间身体的在场，建造经验对设计的影响终究难以单纯地通过绘图或阅读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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