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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走向公民建筑”

“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

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自2010年8月11日启动以后，组委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设计单位和个人的作品，经过两岸三地12位提名人的

紧张工作，最终共有125个作品（人）被提名。

2010年12月19日，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颁奖礼在深圳大剧院隆重举行，近千人出席。在12月19日召开的闭幕会上，终评评委会经

过投票确定了下一届评委班底，香港许李严建筑工程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迅奇将担任下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终评评委会主任。

1  杰出成就奖：汉宝德

汉宝德，1934年出生于山东日照，战后随父母到台湾读大学。早年就读于台南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1964年赴美留学，受教于哈佛

大学设计学院。196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继续研究文史，奠定了他日后从事建筑学术研究的基础。

汉宝德兼具建筑学教授、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专栏作家、建筑师等多重跨界身份，但都以建筑文化与人文思考为依归。其在建

筑教育与研究、建筑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历史建筑保护等方面均有极大贡献。他促使本地建筑从战后的日本粗犷主义与中国宫殿式民族主

义意识型态的桎梏中解脱，而接轨国际现代建筑的潮流。他以个人独特的创作方式，勇敢地重新面对建筑形式的本质与表现的问题。在20

世纪60年代之后，他曾主编许多有影响力的重要建筑刊物，引介当代美国主流建筑师的作品登陆台湾，在媒体上写专栏进行文化评论，以

提升国人的审美能力与环境观念。

2  青年建筑师奖：傅筱

傅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2008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青

年骨干教师，现为集筑建筑工作室负责人。

傅筱的建筑实践没有时髦的建筑语言，场地特征、开放性、行为体验以及构造通常成为其建筑语言的原动力。其作品都具有清晰的

设计概念，并有较高的完成度，此外对节能的重视始终贯穿于傅筱的建筑实践中。2002年，他提出的“开放式、公园式档案馆”概念获得

政府认可，从此开始了在浙江省长兴的建造实践活动，逐步完成了S景观步行桥建造、书报亭、长兴广播电视台等建造实践。此外，他十

分注重对新的设计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在建筑信息模型的运用和研究上走在国内前列。在鲍家声老师的带领下，傅筱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建设，并作为主要指导教师之一指导了安徽省池州市栗坑村无止桥慈善建设。

主办   南方都市报、南方周刊 

联合主办   《世界建筑》、《建筑师》、《Domus》国际中文版、《建筑技艺》、《城市环境设计》等

启动时间/落幕时间   2010年8月11日/2010年12月19日

终极评委  崔 、梁文道（香港）、栗宪庭、孟建民、王骏阳、夏铸九（台湾）、严迅奇（香港）

获奖结果   

杰出成就奖   汉宝德

最佳建筑奖   空缺

居住建筑特别奖   天津中新生态城建设者公寓、喀什老城区阿霍街坊保护改造

青年建筑师奖   傅筱

建筑评论奖   朱涛

组委会特别奖   无止桥团队

汉宝德

傅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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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筱

3  建筑评论奖：朱涛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ZL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

1990年获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工学学士，2001年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硕士，200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

史与理论哲学硕士。

他是公众领域活跃的建筑评论者，能够清晰地洞察诸如建构、现代中式或后批评等时髦的话语背后的现实问题，

体现了作为一位评论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2001年，朱涛藉两篇建筑评论引起国内建筑界的广泛关注：《为

什么我们的世界现代建筑史研究仍一片贫瘠？》和《“背时”的成都“天府广场”？》。2002年开始，朱涛逐渐创作出

一批重要的建筑批评文章，在建筑专业解读和空间社会关怀两个维度上都对中国建筑界构成强烈冲击。随着2007年到

香港大学任教，朱涛更是有力推动了大陆和港台建筑界之间的积极互动。代表作品有《建构的许诺与虚设》、《近期西

方“批评”之争与当代中国建筑状况》、《“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圈内十年》、

《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等。

4  组委会特别奖：无止桥团队

无止桥团队是由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发起，香港、内地、台湾及海外多所高校组织参与。该团队运用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同心协力为内地贫困农村地区修建桥梁及建筑。

至今已参加的大学有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重庆大学、四川大

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台湾东海大学等在内的近20所高校。已有超过600

名志愿者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安徽等地修建了14座无止桥。2010年无止桥团队完成了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重点项目——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马鞍桥村灾后重建综合示范项目。目前该项目的建造方法和技术策略正在西

南农村地区及中国各地进一步推广。

5  居住建筑特别奖：

（1）天津中新生态城建设者公寓  （建筑设计：何 +曲雷（理想空间工作室））

设计充分体现了“粗粮细做”的思想，从细微处体现了对建造者们的一种人性关爱、一种责任伦理。它告诉我们，

哪怕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民众，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着。

“生态城建设者公寓”群体是一个升级的临建板房体系，采用轻钢快装结构系统，墙板均为复合压型保温板，居住

部分外灰内红，公用部分外红内灰。设计采用了组团式布局以解决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分区、分层、分队、分厨房、分

卫浴及安全防护的需求。建设公寓的建设开创了建筑民工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的先河，将其正式纳入了城市产业工人行

列，使之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2）喀什老城区阿霍街坊保护改造  （建筑设计：王小东、倪一丁、帕孜来提·木特里甫）

喀什市老城区核心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区域，其自然形成的地域风貌展现了维吾尔建筑艺术和文化。

改造打破了以往政府大包大揽的习惯做法，每户居民自己参与设计。设计在解决了旧民居的抗震、设备等方面的同时，

很好地保持了老城区的风貌，为中国旧城改造提供了借鉴。

朱涛

无止桥团队

贵州新场村无止桥 四川马鞍桥村灾后重建示范项目云南沙力坪村无止桥甘肃大滩村无止桥

天津中新生态城建设者公寓 喀什老城区阿霍街坊保护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