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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司敏   UAO Creations主持设计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兼职讲师

王澍的非典症候群

王澍从来就是一个传奇，他的所有成就都与“非典型性”联系在了一起。这或许是善于思辨的天性使

然。如今，王澍作为“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的领军人物，他的使命就是如何让后辈从他的诸多

“非典型性”中学会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把中国的建筑新文化复兴继续下去。

非典型性国际大奖中国得主

虽说王澍在学生时代是个叛逆的学生，在十年前的中国当代建筑界是个先锋的实验派，然而，这一次他

获得普利兹克奖，相比其他获国际大奖的华人而言，显得无比的主流，是一次少有的非典型性中国公民获得

的国际大奖：首先，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绿卡；其次，政治完全正确，获奖的消息

没有封锁；最重要的是，获奖的作品不需要删节，也并非小众的（如宁波历史博物馆，三个月内参观者达到

100万）。

普利兹克奖颁发给中国建筑师或许是迟早的事情，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城市大跃进或多或少还是会

给中国建筑师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来见证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家尺度的空间革命。王澍作为

“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艺术学”的领军人物，坚守建筑理想，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城乡建筑风格趋同化现

象，以对西方现代城市及建筑观念的反思为理论背景，批判性地回归地域建筑传统。诚然，中国当代建筑还

有许多其他的流派和思潮，而王澍作为最具“可识别性”的中国建筑师获得这一奖项无可厚非。

非典型性先锋派

王澍在中国建筑界不是一个新名字，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千禧年初的时候，王澍便以中国当代“实

验建筑师”的身份初露锋芒了。2000年《时代建筑》出了一期内容，专门介绍当代中国实验建筑，封面便是

王澍的作品——位于上海南京东路上的“顶层画廊”，作品以红色和黑色为主，使用钢板、玻璃、皮革等多

种材质与混凝土结构穿插，简单的造型和并存的行为的复杂性掩盖不住实验设计的渲染力和企图心。回首同

一期的实验建筑师们，现在各自精彩：有些已经逐步转为商业建筑师，有些已经转战海外市场，有些由于项

目源的不充足而逐渐名声淡去。在这些人当中，王澍是唯一一个作为“文人”坚持了原本的创作理想，作为

“建筑师”连续建造了代表作品，作为“教育者”扩充了自己成立的本土设计学院的人。王澍，离愤怒青年

越来越远，他亦然从一个实验建筑师转为了中国当代建筑界的核心人物，他是主流的先锋派。

顶层画廊

Wangshu's Atypical Archi-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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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建筑理论家吉提翁Siegfried Giedion在《时间·空间·建筑》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一

书中曾经说过，要成为大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当时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技术支持；第二，在他之

前已经有可以引导他的长者出现；第三，他知道自己应当去哪里。与王澍一样同时经历中国二十年大建设的

人不少，与王澍一样师从齐康，经历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等传统设计院校的人也不少，可“王澍”只出了一

个，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在王澍博士毕业的时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院长曾经

提议让他留同济任教，但是被他婉拒了。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提及了此事，理由很简单，“上海不是

中国，杭州是中国”。

还有两个产生大师的重要条件Giedion并没有提及，一个是他需要遇见好的甲方，让设计师完整地实现自

己的理念，保持作品的水准；另一个是他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学校，能够把创作的哲学形成学派延续下去，并

且不断激发新的灵感和思维。王澍深谙此道，所以他会摈弃上海的繁华，而冷静地居于他所熟悉的浙江，用

他推敲了十余年的江南工法执教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用建筑的方言对抗全球化。世上并不缺少好的建筑

师，缺的是有眼力的伯乐，如果王澍没有遇见中国美院院长许江，如果没有得到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设计的全

权委托，那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就要晚来许多年了。幸运的是，浙江在过去的十年内，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

精神理念层面都处在中国的最前沿，因此，王澍的作品能够在浙江被甲方理解并且大量建造，他的思想能够

在浙江被力捧和延续。换而言之，王澍运用主流的力量实现了他的先锋思想。所以，他所期望世界看到的不

是一两个地域性建筑的建造，而是在主流社会推动下建成一批有想法、有立场、有质量的建筑。

非典型性文人

在《造园与造人》一文中，王澍说：“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个文人。”20世纪90年代末，

他的自宅设计绝对手法主义，讲究各种空间构成关系，放到今天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在当时，他把

这个室内设计与文学的句读，起承转合连在了一起。他说自己是个文人建筑师，可他真的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吗？王澍的学生一年级要学木工，要砌砖头，要夯土，有很长时间手画图的训练。当普世都在用计算机绘

图，中国美院建筑学院却有一个口号，叫“重建当代中国的本土建筑学”，在最开阔的视野之下，扎根于本

土进行建造实验。王澍对学生的培养标准是“哲匠”——像哲学家一样来思考问题的木匠，在中国美院建筑

王澍自宅轴测 王澍与学生在中国美院完成“衰落的穹窿”模型试
验，成品展于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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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馆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木工作坊。所以，“匠人”是职业的本质，“文人”所涉及的只是一种对现实保持距

离的冷静的气质和立场。

王澍所教授的不仅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信念。笔者曾经参加过中国美院建筑系的期终评图，王澍在那

次评图的总结发言中说，“同学们，请你们记住今天所做的设计，因为当你们踏上社会后，你们未必能够再

做出这么纯粹的有想法的设计。但是，不要灰心，当你们将设计的信念坚持十年、二十年，你们可以发现坚

持的力量。那种定力会把你们推向成功。”

非典型性民族主义者

26年前在北京的“中国十大青年学者”的会议上，王澍针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提出了著名的“三无理

论”：中国没有现代建筑理论，没有现代建筑师，也没有现代建筑。时至今日，在百家争鸣的中国当代建筑

界看来，这已经是个过去时了。而王澍也经历了从归隐到出世、从实验建筑师到有想法的主流建筑师的转

变。看久了诸多揭露中国建设负面性的国际研究和以“提升”中国品质为名的跨国设计，再看王澍，他的价

值愈加珍贵。他坚持本土思考，以设计作为对现实的积极探索，以冷静的创作取代负面的批判，他一直力图

寻找失落的美，而非仅仅针对存在的丑。

26年后的今天，王澍可能不会再提“中国三无”了，但并不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流派，有了一

宁波历史博物馆外立面 宁波滕头传统民居外立面

宁波五散房外立面 北宋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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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代表建筑师和标志性建筑物，而是“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变化。已然成为地域主义建筑师代表人物的王

澍在一次公开讲座中说，他反对“中国化”设计，因为“中国”这个概念太广泛，中国太大，一个浙江省的

面积就和法国一样大；中国存在太多的多样性，很难说哪个可以被称为“中国建筑”。在中国，文化和方言

一样，是基于地域性的；只有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够转化为文化的深层精髓。

非典型性传统

从表面看来，王澍的得奖颇似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系列，感官表现力大于人文深度，将传统内涵直

接转变为现代符号，用最简单的方式实现跨文化的沟通，同时放大中国现代语境下被压抑的“传统哲学”。

在去年召开的同济大学“建造诗学：建构理论的翻译与扩展讨论”国际研讨会上，便有学者对王澍提出了质

疑，认为王澍对中国传统建构文化的理解仅限于一层表皮。

“建构”这个概念说来复杂，在西方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只是到了中国后，突然成为了新锐建筑师

热爱的时髦词汇之一。王澍的建筑创作显然是跳开了这个狭隘的小圈，他的建筑主题是“对传统的重新诠

释”，哪怕只是对传统材料的重新排列组合，哪怕只是引用古画中的一块肌理、一组线条，他并不在乎被质

疑手法主义的肤浅，因为建筑的本质在于创造和建造，关键是你造出来没有。

对于“传统”的理解，王澍更加重视的是“民间的智慧”，他非常坦然地承认每一栋房子“不全是我

的设计”，“工匠们具有独立理解设计哲学的能力”，而加入了这些民间建造智慧的房子中有材料的故事、

构造的故事、空间的故事，而不同尺度的材料、构造、空间串联起来之后又是另一个故事。建筑师设计建筑

的目的有许多种，然而如何增强空间的表现力，这始终是专业的核心。王澍的建筑从最基本的材料和构造开

始，从小到大，表述了一连串不同尺度的诗性空间，包含装置、室内设计、建筑、城市地景，等等。王澍的

尺度概念结合了西方空间构成理论以及东方古画中的散点透视理论。

非典型性复制

王澍获奖对于这个越来越物质化的现实社会最大的贡献是，它给予了青年建筑师信念。王澍是可以复制

的，只要你足够坚定，对设计足够热爱。但是，王澍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太多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唯一性注

定了这是历史性的传奇。但中国需要的不是“唯一性”的成功，而是多元化的支撑。就像王澍自己说的，他

仅仅代表中国当代建筑的一种可能性，希望将来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可以独立思考，作为冷静的旁观

者去实验建筑，观察社会，将理念十年、二十年地坚持下去。

杭州中国美院象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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