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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   刘芸 孟宁 清华大学建筑系

指导老师   徐卫国

奖项   2010首届中国未来城市设计大赛一等奖、最佳导师奖

这次未来城市设计大赛以一个未来校园的规划为题，并将地段设置在了北京通惠河边，建外SOHO旁的一个被各种交通线

路（主要是三环路高架桥和铁路线）所分割的地段上。这种与城市相互交融并激烈冲突的地段是极为特殊的，与我们建筑教学

中所面对的那种完整的地段截然不同。经过对地段的几次调研，使我们对这块地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这是一个被城市交通

分割成四块的地段，南北向是三环高架桥和下面的城市道路，东西向是一条仍在使用的铁路，北部是建外SOHO和北京的CBD

地区，南部有双井商业区和富有浓厚艺术气息的苹果社区。

在对地段有了这些基本认识后，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用建筑手段将四块地段整合在一起。这个设计着眼于未

来，我们将整个校园作为一个庞大的整体架在了三环之上，层层叠叠的楼板之间是一个个教学组的功能块，而楼板则是不同教

学组之间的公共空间。在某些层上，留出了整片的通高空间作为公共绿地，这样我们的校园将不同于现有的任何校园和基地周

围的城市建筑，将像一个折叠的城市缩影，城市公共空间、教学组、校园绿化等一切不再以平铺的状态呈现，而是以相互交

融、层叠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它横亘在三环之上，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成为CBD的门户。

这是一个开放的校园，通过不同层面上的交通设计，与周围基础设施整合在一起，同时积极与城市功能相融合。建外

soho、双井商业区、尚八、铁路、苹果社区以及周边的居民区都会和这个校园发生亲密的接触，校园将打破现有地块孤立而封

闭的状态，从而创造出一个让人自由出入、自由交流的校园。

我们的建筑总体上由三部分组成，下部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间的校园绿化和上部的教学组。通过8个核心筒将这三部分串

联起来使人可以方便地到达每一层。在建筑的下部，完全架空的底层使整个地段都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从建筑底部伸出许多

盒子，这些盒子的功能包含了图书馆、大礼堂、餐厅、健身房等公共功能。盒子的外表面成为多媒体展示的最佳舞台，每到晚

上，都会吸引众多周围的市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客厅。

我们希望这个方案立足未来，不只考虑未来的校园，同时考虑校园的未来。因此，我们的设计是利用核心筒作为结构，在

学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自由加建，整个校区像是一个被垒起来的城市，向无限的天空挑战，为拥挤的城市让出广阔的空地，体

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而它的每一次改变都记录了校园的发展。

我们所描绘的未来城市同样也是一座生态的城市。多功能的建筑核心筒是生态理念的最基本元素：立体绿化像是被垒高的

城市公园，营造适宜人居的微环境，我们将大片绿化布置在南面，利用充足的自然光；底层架空在贯通北面的清风公园和校园

绿地的同时，还加强了通风，利用通惠河水在绿地中形成水景系统，同时还能起到降温的作用；高空中的架空层为不同人的交

流提供了可能，同时具有良好的通风效果。

这次竞赛对于所有参赛的小组来说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需要初赛

和复赛的竞赛已经比较少见，加之复赛还要现场限时做方案让这次竞赛充

满了挑战性。

我们很感谢清华大学Terrence Cury先生设计的竞赛流程，在两天时

间里激发出我们最大的潜力。他不仅提供现场的技术指导，还至始至终用

他惯有的激情鼓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特别要感谢我们的导师徐卫国教授，正是有了他的悉心指导，我们

才有机会进入复赛参与这样一场计时的较量，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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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一等奖：刘芸（左）、孟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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