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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大学建筑系读书的时候，看过

彭一刚先生的文章《限制与创造——兼谈天津大学建筑系馆方案

设计》及其续篇。文中，彭先生详细介绍了他进行天津大学建筑

系馆方案设计及后续调整的过程及感想，他写道：“在一般人心

目中，限制与创造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即认为限制必然会妨碍

创造。殊不知限制不仅不会妨碍创造，如果建筑师巧妙地加以利

用，反而会赋予创造以新意和特点。正是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各不相同的地形与环境，乃至独特的技术要求和施工条件，启发

了建筑师，使之从这些启发中诱导出独特的构思，从而赋予设计

方案以独特的空间组合及造型。”“建筑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很强

的学科，评论一个建筑作品的优劣，不能只注重其中一两个方

面，从创作的立意、构思看也不能只顾及到其中的某几个方面，

而必须最大限度地使之适应各方面的要求，否则就会带来片面

性。”彭先生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建筑师应该在各种错综复杂的

限制条件下，化不利为特色，化限制为创造，创作出优秀的建筑

设计作品。“限制与创造”是我们建筑师在建筑创作过程中始终

都要面对的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

二十多年来，我在自己的建筑师生涯里，每每遇到一个又一

个相似而又陌生的设计题目时，总是会想起彭先生的这些教导，渐

渐地，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各种复杂甚至苛刻的设计条件下进行设

计，反倒有时遇到限制条件太少的设计题目时，却往往不知道从何

下手了。就这样在种种纷繁复杂的限制条件下，艰难地寻求突破与

创造，从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设计。

但在这里我只使用了“设计”一词，而非“创作”二字，这

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不想去“创作”，也并不是说我们

的“建筑设计”工作与“建筑创作”完全不着边际，而是其中有

着莫大的无奈与不甘。

“建筑是一门艺术”，“建筑是凝固的交响乐”，“建筑创

作是建筑师用技术的手段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过程”等说法，大

家都耳熟能详了，但真正要实现建筑师的理想，哪怕只是一点，

却都非常困难。来自于甲方、政府等各方面的苛刻的要求，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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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上的功利与残酷，经济与技术上的各种限制与束缚，合同实

施上的曲折与艰辛 这一切，无不在时时刻刻摧残与扼杀着建

筑师们的艺术追求与理想。

目前，在国内的设计领域里主要有三大人群：一部分是才

气高而且自身努力，已有较高成就的知名设计师；另一部分是改

革开放以后大量涌入的国际知名设计师和设计团队；最后一部分

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国内建筑设计队伍里占大多数的基层

建筑师，或者叫“草根建筑师”。在被迫与国际设计团队同场竞

技时，我们往往还能为自己冠以“本土建筑师”的略带尊严的雅

号，但在与国内设计大师们相遇时，我们就只能为自己打上“本

地建筑师”的苦涩标签了。

虽然同样面对目前国内社会的大环境所特有的各种限制与不

利，但国际设计团队和国内设计大师们往往比我们具有更多的竞

争优势，他们更有机会获得重点项目的设计邀请，更有底气坚持

自己的创作理念，更有资本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有余地选

择干与不干。而我们却往往没有更多的选择——单位需要业绩，

员工需要收入，设计院需要生存。逐渐地，我们在无奈中渐渐学

会：要么放弃，要么妥协。

2009年，我们接手了一个设计项目——某市文化中心。近

年来政府大力支持群众文化设施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某市

决定在新的政务中心南侧兴建一个集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

图书馆、科技馆、文化宫、大剧院于一体的文化广场，项目一期

将先行建设一个包含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三馆一体的文化中

心。在此之前，该市曾组织了国内外十几家设计单位进行方案征

集，但都没有令其满意的方案。

于是，我们意外获得了一次展示我们设计产品的机会，而且

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迅速组织人员开始了一场攻坚战——必须在不到两周的

时间内拿出方案，才有可能赶上这班意外的末班车，因为甲方只

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我们这次机会的，我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

力来争取一次希望不大的成功。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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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甲方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

经过分析与判断，我们首先确立了整个文化广场的设计理

念：当众多功能、个性、特质各不相同的重要公共建筑聚集在一

个广场空间时，广场空间的完整性和整体效果的统一性必须压倒

一切，每个建筑单体如果单独建设所应该具有的个性在这里将不

再张扬。文化广场将被设计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个轻松舒适的

空间，一个人性和谐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庞大建筑群的简单围

合。我们期望达到的效果是：所有建筑背对广场的沿街界面可以

保持适度的空间形态的气势与张扬；而面向广场一侧的建筑体量

与立面则应尽量和缓与谦逊，尽可能做到建筑群体的和谐与共

生，使整个广场空间更加自然、和谐，充满人性化的温存。

如此，我们迅速地展开设计并且完成了由一大堆外观效果

图构成的设计方案（甲方坚决要求先不考虑平面功能，只要效

果图，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有时间完成这方面的考虑），终于赶

在领导们准备委托其他单位重新进行方案设计前，递交了我们

的设计成果。

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从熬夜画图的困乏中缓

过神来时，甲方那边已传回了结果——有关方面十分满意我们的

设计方案，过了！建筑师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此。但是随后而来的

方案调整过程却也让我们始料不及。原来，甲方看中的只是沿街

立面效果，却并不认同我们对于整个文化广场的设计理念。他们

希望广场内侧的各个建筑立面像沿街立面一样抢眼，要有气势，

要有“看点”。这样，我们当初最自以为是的还可以勉强称得上

“创作”的广场设计理念将无法实现了。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必须按要求调整方案，而且要快，否

则 当我们又重新审视当初有关方面审定的文化广场概念性方

案时，才发现甲方现在的结果实际上在有关方面早就定调了——

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大一统方案：政务中心位于广场南北中

轴线的北侧，前面有一弯流过的河水，文化广场东西两侧是两组

对称而列的大型公建，中轴线的南端是巍峨而立的大剧院。所

以，恢弘的尺度与庄严的气势是整个广场建筑必须具备的要素，

虽然这种要素与文化建筑以及文化广场的气质还有一定的距离，

虽然这更像一个政务广场的氛围。但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样的

调整意见也自然成了必然。

于是，我们只能选择妥协。

但是，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一息仅存的建筑师的坚持，促

使我们在退一步的情况下，还要争取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救，进行

妥协之后的再创造。

首先，我们从重塑建筑的内部功能入手，力争使既定风

格的建筑外观下的内部功能尽可能地满足使用要求，并且形成

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由于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是三个具

有不同特质的场馆，要集结成一个中轴对称的建筑单体有相

当大的难度。而且，当初甲方为了赶时间只要立面不要平面的

做法，也给我们后续的功能设计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于是，我

们尝试着将功能与空间特点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博物馆和展览馆

放在建筑的南北两端，将功能复杂、空间变化较大的文化馆置

于建筑的中部，成为建筑南北对称的核心，建筑的三个部分之

间设有东西贯通的两条消防通路，建筑顶部用一个取意于当地

出土文物“龙凤梳”的巨大的架弧形空构架联结成一个整体。

南北两端的博物馆和展览馆均采用“回”字形的平面布局，中

部设内庭院，四周布置展示空间，较为理想地满足了博览建筑

的功能流线要求。而建筑中部的文化馆内部功能空间就更加多

样，流线也更加复杂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建筑中部朝

向文化广场处设置了一个弧形带状的共享大厅，既能将文化馆

内部各功能空间有机联系，又可以创造朝向文化广场的观景空

间，而且各种功能不同、尺度不一的内部使用空间都得到了合

理设置，比较理想地达到了文化馆的使用要求。

当我们好不容易把建筑功能与建筑外观协调一致，形成一

个完整方案的时候，甲方领导又提出了一个让我们十分为难的

设计要求——在文化馆的中部设计一条贯穿东西的酒吧街！这

时候我们的设计已经全部完成，已经开始进行施工图的准备工

作了，而且这样做会把文化馆内的功能设置全部打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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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样做不符合文化馆功能空间设计的要求，严重破化文化

馆的文化氛围。但是，领导的指示是不能改变的，我们这次未

经申辩就直接选择了妥协。但是我们依然下决心通过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来避免对方案的破坏性调整，也算是捍卫我们本已

不多的建筑师尊严。

当我们认定绝不能在地面层穿越东西时，我们突然把目光

转向了地下，一个创造性的妥协方案产生了——在地下层设计

一条贯穿建筑东西的地下吧廊，东西两端分别由下沉广场联系

城市道路和文化广场，而且文化广场一侧的下沉广场由此放大

形成一个圆形的休闲空间，增加了广场空间的变化和情趣——

甲方的不合理要求却为方案带来了意外的效果。为解决下沉广

场的防雨问题，我们又在上方设计了一个圆锥形的玻璃造型，

既可以作为下沉广场上方的围护空间，又形成了整个建筑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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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竖向体量，向上穿越“龙凤梳”的屋顶造型，打破了建

筑南北长达四百多米的体型的冗长感觉。玻璃椎体与文化馆共

享大厅外内凹的弧形玻璃体形成对比与呼应，形成了局部的造

型重点，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虽然这些造型手法不如很多

优秀作品雅致，甚至有媚俗的嫌疑，但是在一个小城市，尤其

是在甲方特定的整体定调下，还是可以理解的，这也算是一种

主动的妥协吧。

彭先生教会了我们如何利用限制激发创造，使我们受益

匪浅；而我们在无奈中也应学会如何在妥协后坚持底线，尔后

争取尽可能地再创造。只有这样，我们这些“草根建筑师”才

能在难得的“有限创作”中保存自我，累积自信，从而不断前

行，也只有这样， 才能有机会更加接近我们从“草根”到大师

的梦想蜕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