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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Design only for Technique: Interview with 

Architect Li Xinggang

不为技术而技术

——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李兴钢

199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

1998年入选法国总统项目“50位中国建筑师在

法国”在法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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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筑师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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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主持人

李兴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李兴钢建筑设计工作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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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Atd：您刚从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回来，能谈一下此次展览吗？有哪些是你印象深刻的，或对你有所启发

的？

李兴钢：“普通建筑”是此次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由建筑师张永和与作家阿城分别策划了两个部

分的展览，阿城这部份的主题是“日常生长”，主要展出了摄影师王迪的作品。可能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他拍摄了一些六七十年代的普通住宅和工厂，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老房子在他的照片中有一种静谧感，特别

是对于在里面生活和成长过的人来讲有一种情感在里面，看他的照片你能感觉到蕴藏在这些普通建筑中的诗

意；张永和策划的部分主题是“应对”，就是建筑师在建筑作品产生过程中需要面对各种问题，提出解决的

策略，这些是建筑师很重要的工作，直接决定了建筑的成功与否。他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建筑师来参加

这个展览。

对我来说，参展主要是为了交流，看看其他建筑师和其他领域的艺术家，他们在做哪些方面的研究和思

考。威尼斯双年展可以说是建筑和艺术方面的顶级展览，许多建筑师和艺术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作品，其中

一些探索性的作品给我印象深刻，虽然在目前还不太具有实际的操作性，但会给人很多的启发，因为它们是

从未来的角度来思考建筑问题和城市问题的。

Atd：此次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是“普通建筑”，你对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

李兴钢：谈到普通建筑就会涉及到那些地标性公共建筑、明星建筑以及对应的公共活动和特殊事件，普

通建筑所对应的是“广矣普矣[1]、推而行之[2]”的大众日常生活。

在我们中国城市和建筑的传统和历史中，固然是把庙堂建筑推到至无上的高度，但普通的城市民居、乡

土建筑、私家园林……是构成大量性的，朴实无华却有着动人的深度——如果前者是“丽且弥”[3] 的天，后

者就是“普而深”的地；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壮美而深邃的城市。同时人工的城市、建筑与自然之间总

能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和谐，这来源于中国人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李兴钢，国家体育场“鸟巢”中方总设计师的身份足以让人关注，历经了重大工程的风风雨雨，但在我眼

中他还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里常见到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只是多了一份淡定与沉着。我们在参加威尼斯双年

展的间隙匆匆进行了一些交流，直到他在国外布展完成回国后再次进行了访谈。

 

威尼斯双年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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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传统对当代中国城市和建筑构成批判性的意义：一方面，当下中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不断推出的

“标志性”公共建筑大多缺乏根基和背景，最终成为孤独的都市存在物，失去传统中与普通建筑相互依托的

和谐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量大面广”的普通建筑，比如城乡住宅等，却简陋而缺乏应有的设计与建造质

量，或因为追逐商业利润而缺乏应有的专业思考，缺乏源于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民间智慧，也缺乏建筑师的

真正关注；其实，普通建筑完全应该成为可以构成无与伦比的深度和广度的艺术性创作平台，对当代中国城

市尤其如此，因为当代的中国城市特别是普通建筑渐渐失去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到

现在和未来中国当代城市的构成乃至人们的生活。普通建筑是影响城市和人们生活质量的关键词，应该成为

建筑师承担社会历史责任和实现职业价值的最佳机会和“主战场”，对当代中国建筑师尤其如此。

Atd：您之前也参加过许多展览，是什么启发了你做“瘦-漏-透-皱”这件装置作品的？它是为哪些展览

创作的，主要表达了你对哪些问题的关注？

李兴钢：“瘦漏透皱”通常被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中至关重要的太湖石的评判标准，也完全可以构成对现

代建筑的描述和评判：“瘦”描述了建筑的外形或形体，“漏”描述的是内部的空间变化，“透”描述了建

筑中的取景，而“皱”则可描述为材料和肌理。“瘦漏透皱”一号为美国People’s Architecture基金会主办

的“一砖一瓦建亚洲”项目而创作，参加了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大声展”；“瘦漏透皱”二号为德累斯顿

“活的中国园林”展而创作。这一系列作品介于人工和天工、建筑和非建筑之间，试图表达中国文化中特有

的人与自然融合相通的哲学和生活理想。

Atd：让我们谈一下“鸟巢”吧，“鸟巢”是一个设计与技术结合很紧密的项目，当时这种配合与衔接是

如何实现的呢？

李兴钢：过去的建筑师是一个人掌握了各种技艺的，包括结构、装修、家具甚至灯具的设计；但如今随

着建筑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靠建筑师个人的力量去完成一个高质量建筑是很难的，与各方面技术专

家的合作就显得至关重要；“鸟巢”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大型项目，除了传统的与结构、水、暖、电等

专业工程师的配合，以及依靠我们团队中一部分非常擅长节点构造设计的建筑师以外，还需要社会上其他方

面的技术咨询力量，比如与Arup的合作，Arup是主要定位为建筑师服务的工程技术顾问公司，其最强项是

结构，再就是体育工艺；Arup是从最初的结构专业全面发展成如今的各个建筑工程技术方向，比如机电、防

火、体育工艺、声学、照明设计等等，这些也正都是建筑师需要依赖、延伸与合作的方面。

“纸砖房”的建造方式非常直接：包括“纸

箱砖”的强化/防水构造和砌法、“纸管梁”的联

结/防水构造和与砌体的连接等。由于现场不能做

地下基础的限制，设计了浮置在网眼编织袋（内

装级配砂石）上的纸管“筏板”做法，也与威尼

斯在海中淤泥层上建造漂浮城市的传统暗合，是

一种典型的减震构造。

摄影：张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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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这些他们都能完成吗？

李兴钢：当然他们的工作总体上主要还是在初步设计阶段以前的技术设计层面，我们设计院这边也有相

应的专业和他们对接，比如结构方面，有我们的结构工程师和他们对接，防火方面也有负责消防的建筑师和

其他专业工程师来对接，风、热环境方面有空调工程师来对接。后面的施工图设计则完全由中方来完成，他

们只提供必要的咨询建议。

Atd：国外有这种技术咨询公司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但国内好像还比较缺乏。

李兴钢：是的，Arup已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工程顾问公司之一，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也

有很多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它提供的顾问服务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在工程技术专业上的分工比我们要更细更

专，比如防火专家，只要跟防火有关的所有方面（建筑、结构、机电甚至包括防火的设备）是全通的；它的

机电部门有专门的电梯专家，像高层建筑电梯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我们的做法是由建筑师来掌握一些大概

的布置和计算方法，其它更进一步的工作主要依靠厂家来提供服务，而他们的电梯专家则是全通，可以提供

全面详尽而专业的技术咨询。

Atd：在这次和赫尔佐格与德姆隆中外合作中,你有哪些感触？比如说有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又

有哪些是不太适合中国的。

李兴钢：总体来说，我觉得他们在做设计方面没有什么不适合中国的。他们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从体制、运行机制，工作模式、设计产生过程、团队与核心建筑师的关系……赫尔佐格与德姆隆是相当

大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有三百多名建筑师围绕这两位核心人物。这次有幸和国际最高水平的建筑师合作，

对我们开阔眼界和设计理念、思考和解决问题以及工作的方法模式都有很多的启发和提升。

Atd：事实上，您从2003年起，就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鸟巢”的设计和建造中，它也为你赢得很

多荣誉，现在它完全成功投入使用，奥运会也完美落幕，你对“鸟巢”在奥运会后作为普通的公共建筑的使

用，有何期待？

李兴钢：其实在设计之初就对赛后利用有很多考虑，在施工图设计时就为赛后功能做了很多技术上、结

构上、设备上、空间上的预留，可以按照业主的运营计划，通过改造把它转换成适合赛后长期使用的一个场

馆，增加大量商业设施如商场、酒店、餐厅等。我们也非常期待“鸟巢”能打破世界上历届奥运会主场馆在

装置艺术品：《瘦漏透皱》          

设计：李兴钢建筑工作室   

材料：乐高颗粒

年代：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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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陷入经营不善、空荡潦倒的“怪圈”，能够实现一个长期的良性的运营。同时也非常期待它能真正成为一

个“人民的体育场”——一个老百姓真正喜欢去的，能在里面进行日常活动的公共的、开放的空间。

Atd：“鸟巢”是你事业的一个辉煌点，相信随着你的设计思想和理念的不断成熟，还会推出更好的作

品，也会有自己的风格标签。

李兴刚：其实我很回避风格标签一类的东西。有很多建筑师，你会一看就知道是他设计的房子，我想这是

不同建筑师的不同选择。但我的选择不是这样，我认为建筑形式的产生和很多条件密切相关，业主不一样、用

地不一样、气候条件、周围环境不一样……，建筑形式怎么会是一样的呢？所以标签式的风格建筑不会成为我

追求的方向。

Atd：但还是会有串在其中的一个理念，比如桌上的这些模型看起来还是和“鸟巢”有种内在的联系，都

是单一元素的重复拓扑变化生成的。

李兴刚：我认为必须在积累了足够的作品以后，才能谈这件事情。目前，我在建筑职业发展的路上只能说

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积累的作品还非常少。有人说建筑师是个老年人的职业，因为每一个作品耗时太长，

像“鸟巢”就占了我将近六年的时间，这六年虽然做过一些其它小的项目，但基本上是类似在“鸟巢”之外的

业余状态下完成的。作品少，就很难谈什么风格、共性之类的东西，只有在积累了足够多的作品以后，人们也

许会发现其中一些内在的联系。这种共性可能就只是由于背后是由同一个人做主导，因为每个人是独特的，固

然随年龄增长会有一些变化，但基本的气质是不变的、有延续性的，共性也因此而产生。

Atd：你偏好的建筑类型和未来的努力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李兴刚：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偏好和方向，我说过我不拒绝任何类型的建筑：不拒绝商业建筑、房地产项

目，也不拒绝小的项目；作为建筑师来讲，我想文化类的，博物馆、美术馆谁都爱做，因为更容易有空间啊、

光线啊、形式上面诗意的发挥……但我认为好的建筑师应该能面对所有类型的建筑。

北京兴涛展示接待中心

设计：李兴钢  李靖

摄影：张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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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d：你对建筑的生态设计怎么看？ 

李兴钢：作为一个当代的建筑师你做的建筑就应该是生态的，环保的，每个建筑师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但反过来说，我认为也不能“为了生态而生态”，建筑毕竟是综合的设计和创作，我们可以把生态纳入进来，

作为一个有机的因素，从而在设计中把握和生成相应的一些结果（形式上、空间上都有可能），但不能把生态

作为一个单一的目标，我是这样把握的。

Atd：你是怎样在实践中达成生态设计的？复兴路住宅项目表皮的各种各样的变化是否有生态方面的考虑。

李兴钢：那个项目比较特殊一点，是个改造项目，业主希望把建筑外立面和内部功能通过改造变化一下，

我们是在这个要求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结合和延伸：首先让表皮和原来的既有结构结合起来，你看到的幕墙的网

格是和原来的不规则结构是有关系的，幕墙玻璃的透明度的变化与使用功能匹配起来，然后根据不同方向改造

的可能性不同，让幕墙的“空间厚度”也是不同的，也就是使幕墙有一定的深度而不只是一层皮。真正谈到结

合生态的设计实践，我们有个项目叫威海名座，在威海的海边，业主是房地产开发商，想把它做成SOHO空间

分单元出售，从功能和造价上考虑不希望设置中央空调。我们利用风压差和烟囱效应的原理，通过设计把夏季

主导风引入到建筑中来，加大自然通风的降温除湿作用，基本可以做到夏季不使用空调，同时又有效地回避冬

季冷风的进入。在这个设计中我们也引入了外部的技术咨询顾问，请清华大学空调所用CFD软件来模拟验证这

个设计的自然通风效果，当然我们还需要建成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验证。低技术生态因素在这个建筑的设计发

展过程中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这是个纯粹生态技术表现的建筑。例如，因为引入自然风在建筑中产

生一个立体的风的路径，这个路径在我们的建筑内部设计成了一个有丰富空间表现的共享空间，两端的进风口

和出风口恰好朝向东面和南面的海景，成为独特的观景平台，同时风的进口和出口又成为建筑立面塑造的重要

元素。总之，我们把这些技术上生态上的考虑变成建筑设计上的某种机会和诱因，而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

威海Hiland 名座

设计：李兴钢建筑工作室 

注释

 [1] 普，日无色也。——《说文》。徐锴注:“日无光，则近远皆同。”《文选·宋评论·高唐赋》：广矣普矣。

 [2] 通，达也。——《说文》。《周易·系辞》：推而行之谓之通。

 [3]《汉书·扬雄传下》：天丽且弥，地普而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