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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来自德国的建筑事务所，gmp继承了包豪斯以来现代主义尤其是理性主义的设计原则和风格，在当

代建筑繁杂的思潮中，又对理性主义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功能理性

gmp追求功能合理及由此而产生的建筑形式美。gmp尤其反对“自鸣得意的独角戏”，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

作风，导致某些图形上的创意设计过程没有真实的建筑目的。秉承理性主义“形式追随功能”的哲学，gmp追求

顺从实用主义的态度，简洁明快的建筑风格，比如1993年建成的苏黎士大厦的平面呈“彐”字型，为了让每间办

公室都可以欣赏城市的景色，设计师并未将所有临街面封闭，或做成冠冕堂皇的入口大堂的式样，而是设计成通

透的和有多种植物的温室，这样不仅能阻隔街道噪音，使自然通风的办公室免受干扰，而且能成为聚会、集会的

场所。北京德国学校也是这样，由基本单元组合在一起的两组建筑，外表平和却耐人寻味，内部空间营造出一种

流动性和丰富性。

严密的逻辑

在gmp的作品里，几乎很少看到夸张的、不真实的元素和成分，所有的设计，完全服从于功能、美学或精神

的需要，和德国制造工艺一样，gmp在呈现整体简洁的同时，在细部构造和材料的运用上，体现了一种德国特有

的制造逻辑、细腻和精致。形体，材料，纹理，质感，色彩，线条，光线或透明度，这些建筑语汇和手法，通过

一种理性的设计手法加以组合，呈现出简洁，本体以及真实的理性主义设计风格。

gmp追求结构秩序的目的在于，要创造清晰的建筑形式，让建筑在视觉上一目了然。其每一个设计都必须以

一种结构原则为基础，并以此进一步划分和组织建筑功能。在这里，结构并非仅指建筑的墙、柱等实体，而是将

“结构”进行了“泛结构化”，包括功能、流线组织，而这一切都是以精密、讲求逻辑性为基础。

在gmp的作品中，玻璃拱顶、双层夹墙、透明电梯等成为符号性元素，在大型公共空间中，如斯图加特机

场、汉堡航空港等，gmp设计的技术含量和结构精巧一览无疑。无论整体结构还是细部构造，都呈现出一种严密

的逻辑性。

简洁的艺术形象

对于这一点冯-格康教授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设计遵循这样的哲学：简洁。我们的目标是把东西设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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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的简单，从而让它们有内容与耐久性，形式的朴实与材料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设想，我们相信这是一条不

可违抗的要求。”

gmp认为最基本的简洁是美的耐久的保证。简洁是那种“合理的、不言自明的、清楚的、未经修饰的性

质”。在建筑形式上，gmp多以抽象的几何造型，如直线、圆、长方体、圆锥体等构成建筑的基本造型，在外立

面并不追求过分的惊人效果，建筑的艺术通过细微的设计来作充分的表达。如柏林德累斯顿银行，建筑布局采用

了与历史有联系的方圆结合形式，但从外立面上根本看不出来，进入大厅后才能体会到空间变化的玄妙，方圆形

式因此构成了多重立面表达：内与外的，直与曲的，如此等等。在外立面处理上，遵从严格的高度限制和规划条

例，淡赭石色的砂岩墙面上镶嵌突出的垂直窗洞，青铜色的窗框，可调色的光影形成高贵而内敛的气质。

再如南宁国际会展中心，gmp向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项目在技术上包含了双层膜结构和大跨度钢

结构，细部设计也非常复杂，但由于在设计中努力反映结构真实性，除结构本身的受力构件外，不再有任何装饰

建筑的构件，建筑造型和结构形式高度统一，整体和细部也都建立在一种合理的简洁性和真实性之上。

统一性与多样性

统一性与多样性也是gmp建筑的特性。对此，冯-格康教授上曾说：“都市主义既需要整体上谨慎平衡的一致

性，又需要个性上平衡的多样性。过度的统一意味着令人乏味的单调，过度的多样性导致混乱”。

同样是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膜结构拱顶，大跨度钢结构，玻璃幕墙，立面上的遮阳构件，柱廊，室内不同的

空间构成，这些构图元素各不相同，但组合在一起具有非常强烈的协调性，导致这样的特点是因为有一个主导骨

架和虚拟轴线将整个建筑连接成一个整体，一种明显的结构秩序、比例将整体和细部的各个部分粘合在一起。这

种多样与统一在gmp作品中随处可见。

持续性

有关持续性冯  格康是这样解释的：“关于持续性，我们自己的基本态度是建立在这样的坚定信念上：最简

洁的解决通常是最好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努力把设计任务中的每项问题缩减到很少几个基本问题，并把重

要的和非重要的区分对待。”

“这种持续性保证了gmp作品风格的统一和连贯，即使是有关风格的发展，也是基于一种连续性而非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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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不断更新的建筑作品和建筑式样极端的短寿命，自然会令gmp怀疑它们是否可以被称为探索性的新作，或

者，是否归根结底仅仅是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

由此看出，gmp追求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建筑设计风格，这种风格建立在一种对建筑的朴素哲学的理解之上，

即：建筑学是一门受制于各种社会责任的学科，因此，它必须表明与内容之间的因果性，表明与目的之间的相关性。

创新与变化

虽然gmp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但他们仍然关注创新与变化，冯-格康认为：“设计中最令人着迷的东西就

是新发现，对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对满足使用标准，场地条件以及物质和结构条件的新概念的开发，还有耐用性

以及把一切要素整合成一个建筑整体的能力，这一切是很吸引人的。对整体和环境的尊重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

此，对我们来讲，那种仅仅想要从审美方面，雕刻方面，从表面上改变建筑的革新，并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从冯-格康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来自于严谨和理性的德国，但gmp仍然把创新与变化作为建筑本身最基本

的一个构成元素，这也是建筑发展的前提，每一个新的项目对于gmp来讲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这是建筑特殊性

的所在，这一点，在最近几个中国项目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自由浪漫与严谨理性完美结合，一切，都是创新与变化的

结果。

公共关系

gmp认为：每一种建筑形式都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公众体验的一个片段，离开了生活它会是什么样

呢？这就是为什么每次gmp都致力于如何设计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土地使用权的

缘故，而是考虑到功能、使用、评价和城市一体化。

这样一来，建筑作品的创造对于gmp而言就和一种美学义务连接起来，每个建筑都占据一块有限的、世俗的场

所，每个建筑及其设计者、拥有者都欠对公众的一份贡献，那贡献就是公众参和理性的设计。这一点，表明了建筑和

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建筑，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人而存在，它是我们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的评价和公

众的意见对建筑设计者至关重要。公共的角色使得建筑师必须明白自己的责任。这种建筑与公共关系的态度，也正是

建筑与城市之间的态度。

项目名称   上海市南汇区行政管理办公中心

设计   gmp与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SIADR）

设计师   Meinhard von Gerkan

项目负责人   Jörn Ortmann

设计小组成员   Yang Li，Song Mo，Peng Xiange，HaoYanli，

                        Fu Chen，Evelyn asdzierny，Alexandra Kühne，

                        Barbara Henke

建筑面积  100 86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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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gmp 非常重视建筑中的对话。他们追求在对话中设计，建筑师应该是对话的参与者。“对话这个比喻

可以说明我们的立场，我之所以把我们的设计方法描述成对话式的，就是因为在设计过程中问与答一直都

是相互依存的”。冯  格康教授在表明以上态度的同时也强调到：“从字面上说，建筑设计是我们的一种

对话任务，因此我们把自己看作是环境的合作者，以艰苦的设计过程来回答环境设计提出的问题，我们的

回答并不是排除了其他方面后空洞的纯美学姿态，我们只是努力使我们的回答更深地反映问题，这就是我

们进行设计，开拓设计之路，从问题的特殊条件中获得设计概念的方式”。

比如位于一个山坡之上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建筑设计的基本想法是和环境融为一体，山体被平整

为三个不同的标高段，然后建筑依次迭放在三个平台上，建筑通过和山体的结合从而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

分，而建筑本身的形象，在城市绿带中成为城市一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对话，就是在这样一种

对环境的尊重和融合中获得完成。

结构

关于结构，冯  格康教授是这样说的：“单纯的结构和单纯的技术是不存在的，两者都依赖形式而存

在，这种形式必须通过不断的寻找和精心的设计才能得到。每个建筑的结构都是一个聚合体，它将合理的

负担建筑荷载的原则及抵抗各种压力的支撑或内力原则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客观的物质形式，这种形式为

达到其结构目的肯定会很臃肿并且耗费大量的建筑材料，人们因此对结构加以包裹和掩盖，然而人们也可

以经济地使用材料，展现美的魅力和精巧的结构形式，这些形式为结构而诞生。因此结构的恰当性，经济

性及生态效应与美学效果一起构成了永无止境的设计的全过程，这绝不是孤立的建筑风格的设计，而是整

个设计过程的逻辑性。对我们来说，结构决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设计因素。关键是要将结构看作一种控制

平衡的仪器，就像是音乐旋律中的节拍或者语言中的语法一样。”

在此，结构在gmp的作品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建筑本身所具有的结构秩序，“在宇宙中有一种无形

的结构秩序统治着我们”，结构秩序的存在使得建筑具有一种整体上的粘合力和合理性。比如南宁国际会

设计竞赛   2003年一等奖

主设计师   麦哈德·冯-格康, 施蒂芬·舒茨

项目负责人   大卫·申科，姜琳琳

设计小组成员   Ralf Sieber, 张娜, 李然, Daniela Franz, 李峥, 王丽

中方合作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业主   北京东方文华国际置业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   135,500 平方米

建设时间   2006年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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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心所有结构柱网全部是9米X9米的模数，这种有着比例关系的结构柱网赋予建筑一种美感和协调性。

另一方面，结构作为设计的必要支撑，也作为所呈现的内容，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有关整体结构方面

的每一个部件，全是必要而不是多余的。在细部的设计中，合理的材料使用和设计逻辑性也是在一种结构

的前提下完成，合理的就是美的，可以说这就是gmp的设计理念。

个性

gmp的作品，相互之间有一种风格上的类似，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各自的不同。“我们认为每一幢建

筑都需要一张映射和表达自我特性的脸，这种特性来自建筑与其自身所具有限制条件间的对话”；“我们设计

的建筑的个性必须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既要反映我们自己的设计原则又要独具个性”。这些原则表明gmp

虽然一贯追求理性主义的建筑风格，但在理性基础上的个性，仍然是他们极其关注的问题，有个性的建筑始终

是gmp设计的目标和要求。

从总体上看，以gmp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建筑已发展得极为成熟，在结合可持续建筑技术、城市文脉

等人文主义因素之后，理性主义已经一改当初的平淡、刻板，形成精致的、耐人寻味的、功能实用的、具有历

史感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具有活力和综合性的新理性主义面貌。

在谈到gmp在中国的未来时，冯-格康教授是这么说的：“在德国神话故事小红帽和狼中，狼扮装成

老奶奶，以便抓住和吃掉那个小女孩。不仅是中国人，许多人都把现代建筑当作那个狼，虽然人们总是

试图让它显得像一个亲切可爱的老奶奶，但是这样的试图总是一再地失败”。“我们的任务就是驯服这只

狼，把它变成一个正面人物”。从这一点不难看出，gmp对自己的建筑风格和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抱有强

烈的自信心。

gmp在中国的出现具有这样的意义：它倡导城市和建筑设计的一些观点，比如对环境、场所、城市的

重视；注重设计理念扎实、朴素；对简洁、统一性和多样性、持续性、创新和变化、公共关系、对话、结

构以及个性的坚持；在设计中保持一种来自德国的严谨，并崇尚精细机械制造风格，等等，都给中国带来

了一股新鲜的清风。

gmp属于那种很注重设计方法的事务所，冯-格康教授在谈到自己事务所的工作方法时说：“我们方

法的明显特征就是严格分层和概念性的程序，尽管我们有400多名员工，但最初的概念都是设计者本人用

手或用心创造出来的，提出问题与设计概念，然后据此产生详细的计划，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总体的概念

统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