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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神华工地记

神华室内施工历经一年多，终于告一段落。过程中一直纠结着想写点什么，但终因自身写作时间的零碎

而告吹，现在想来在写与不写之间纠结了太长时间，终将平时的零星记录做了一次整理，也算是一次总结。

新旧交融——“背景坎坷”

这个项目是我院建筑工作室与室内所共同完成的。建筑在整合城市界面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体现神华企

业形象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办公楼。神华办公楼是新与旧的交织、共舞，“旧”的稳健、温馨，“新”的轻盈、

大气。“旧”是指甲方买下了上世纪 80 年代的老楼——原仪器仪表大厦，将其改造成办公楼；“新”是指在

老楼南侧沿着河边有一块长方形地块，因在二环路边缘建筑的规模又受到一定的限制，再因神华可谓中国煤

炭企业的龙头等诸多因素，促成建筑采用“龙形”来整合城市边界。富有特色的菱形网格幕墙表皮语言，谦

和地迎接着每位行走在二环路上的车辆，内敛中透出大气、稳健，体现了神华企业的形象与独特魅力（图 1）。

改造项目设计中突出了对原有结构的保护，A 座办公楼由原建筑及新建部分组成，新旧之间采用老城河

界的概念并结合原建筑外立面的柱廊环绕围合的形式。

驻扎工地——“费了老劲”

工地上的事情又多又复杂，每次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都应在保证整体效果的前提下，站在

对方的立场想一想，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推动项目前进，这也是我在这个项目中学到的。

室内专业现场服务必须对各个专业的图纸要清晰。甲方内部改革的迫在眉睫使这个项目不得不由缓变急，

也从而展现“神华速度”。甲方提出要固定的设计联络人全天候在现场，每天都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面对，

常常与甲方、施工队讨论到深夜。老楼正在做样板间的时候，新楼那边我已敦促总包带领各设备专业进行现

场综合，结果还真是出了问题，走廊顶面高度怎么都提不上去，原因是钢结构的主梁与次梁交接处钢板焊接

锚钉施工误差比较大（图 2），这么一来一系列相关高度都不得不进行了调整。幸好是及时发现，否则该给甲

方造成多大的损失呀！从那以后，总包也积极地配合工作不再随意说话了。一般来说，现场有问题应先反映

到总包，总包牵头解决，若解决不了的再反映到甲方那，这样既省时间又省事，而不是事事都找甲方。这般

费劲的协调也让我这个技术出身的人开了眼界，对于不会找借口的我来说，也已学会和各方“斗智斗勇”而

不被随便忽悠了。

也正是因项目的特殊性，我才有机会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与事，遇到问题后学会冷静面对。只是自身在

积累经验的过程中经常大脑程序非正常状态死机，幸好有院里的建筑师、设计师及时救助 。总之，盯现场

是保证设计效果至关重要的一环，使我也学到在细节处理上不再理想化，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简单有效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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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神华外立面效果 图2 顶面钢梁现状 图3 顶面与菱形幕墙交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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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在处理事情上知道要抓大放小；在保证总体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只减不添；在与甲方沟通问题时少

顶多顺，尽量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低价中标——“在忽悠中成长”

因为工期紧，甲方将精装修部分拆分成 3 个包进行招标，当然每个包都不大，自然好的甲级施工队也不

会来参与。最后招了 3 家自称为甲级的、相对有业绩的队伍。标底小，施工方又要赚钱，自然就会在人工和

材料上做文章。交底后开始施工图深化，明明是很成熟的做法，国家规范也有要求，但到他们这都变成问题了，

不读图纸、不读规范是家常便饭。再有就是频繁更换施工队伍，同一包开工前居然换了 3 家施工队，直至进

场时又换了一家，无数次的交底令我无语。为了便于 3 家同时施工，我们商讨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施工方法，

可到了施工的时候，其中有两家却说做不出来，甲方只好改用了一个极其保守的解决方案，但当这两家按照

这个方案实施的时候，另外一家已按照原来方案做出来了，而且效果还不错（图 3）。接下来施工到消防楼梯

间扶手时，那两家又开始抱怨、怠工，这回甲方就没退让，反倒叫他们去参观另一家的成果（图 4）。可见，

现场施工队伍多也有好处，可以让他们互相对照、无法狡辩。后来那两家施工队和我说实话了，说做是能做，

就是费钱、费人，所以不愿意做。原来都是“钱”闹的。

总之，在现场磕磕绊绊的事是不会少的，但随着大模样的呈现，甲方开始越来越相信设计了，而且在监

理会上明确表示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和呈现的效果看，设计还是不错的⋯⋯”。通过这一年的坚持，

终于迎来了甲方的认可，当时的我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赶工项目——“遗憾多多”

每个项目的甲方都希望物美价廉，但很多时候很难两全。在现场如火如荼抢工的时候，问题暴露得也越

来越多。当新楼施工到顶面饰面的时候（老楼顶面已基本安装完成），设备专业却和甲方说走廊顶面金属板

打不开无法进行设备检修。参战各方赶快坐在一起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看了图纸、合同，分明要求是可

开启式的呀。事后厂家才敢承认是他们赶工着急出了差错，不得已在走廊顶面条形金属板上居中或错位开了

一些检修口，本来很干净的顶面满是苍夷，让人哭笑不得（图 5）。

在材料表面效果上也屡屡出现问题。多功能厅墙面的成品木吸音板材料的表面本要求直纹、色泽均匀，

然而现场的材料让人大跌眼镜，再加上材料表面的亚光开孔漆也没按照设计的要求做到位，让我好生郁闷，

设计效果无法保证的“怨气”也无处发泄（图 6）。 

眼看着竣工时间临近，甲方自己也不得已修改了一些表面材料，效果与原先差别很大，怎奈一切都是为

了赶工。

图4 栏杆扶手

图5 走廊顶面条形金属板上开检修口

图6 墙面木吸音饰面板 图7 老楼拆后柱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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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团队——“配合才能赢”

一个团队的成熟与否对于项目来说至关重要，一个团队无论谁出门都代表的是这个团队。有一天，甲方

找到院里提出希望派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师盯现场，也作为一个固定的联络人，最终的结果却是我这个一心只

想当配角的人被派去了。之后我如履薄冰，生怕再出现问题，每每从工地回来总会与所领导汇报工作，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迎来了甲方表扬的电话⋯⋯这个项目也让我一下成熟了很多。

在快要全线竣工时，甲方又提出改造18层，希望扩大房间的使用面积，无论与其怎样沟通说管线都已到位，

改不了，他们还是很坚持，给我这个联络人又出了一个难题，只好回院里与各专业的设计师协商。经过无数

次与甲方在现场碰管线移位和装修方案，最终证明改造后面积并没有什么扩大，只是折腾了一下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各位设计师、建筑师表现的通力合作以及敬业的态度值得称道。

功能大改—— “晕头”

大致 2008 年 6 月时分，我们将老楼改造的施工图交付给甲方，之后便毫无音讯了。2009 年伊始，甲方

突然说开始施工，而且竣工时间要求非常紧。面对如此的时间安排，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啊，可谁让人家是甲

方呢？为了大面积施工后少改动，与甲方提出制作样板间，也幸好做了样板间才引起甲方领导的重视，他们

发现与期望的效果有差距，更改方案看来是在所难免了，可是竣工时间却不变，而且甲方领导还“大度”地

说“只要保证员工新年能在此庆祝就行了”，真是气人啊⋯⋯。

 接下来边干、边改、边施工的日子开始了。改方案，做效果图，汇报，出施工图，正分身无术的时

候，工地也开始较劲——在老楼大面积拆除时，我们发现现场结构与从甲方那里拿到的结构图纸出入非常大，

情况复杂，任务艰巨，而所里又无法增派人手，真是令人抓狂啊（图 7）。不过这回方案改动倒是极大地锻炼

了我，使我这个一向羞于开口的人也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对甲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正是这次方案大改

让我顿悟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只有在设计者清晰叙述的努力当中，使用者才能依据它生出无穷的想象，

而这种想象的分量，正是设计者所提供，我也因而犹然心生一种期待，想以自己的工作来回报使用者的期望。

这也让我有所思：即便我最终能学到如何更好地做设计，即便我还能在未来的项目中调整缺憾，但我更需要

学习的恐怕还是如何将自己的设计更好地被人接受，更好地得到落实，并从而反思所做的设计。

不够完美——“希冀日后弥补”

对于有点古怪清高的我来说，一直有一个念头：好像设计的高潮不是在项目竣工之时，而是在施工过程

中的每一次闪现，而如今，我更坚定了那一闪现的念头。路易斯·康 1964 年曾在《我们变迁中环境》中有一

段话：“在我看来，艺术家和工匠之间没有差别。工匠只有成为艺术家才是真正的工匠，艺术家只有成为工

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要将他与其他进行创造的人区别开来，那是一个能够引发崭新想象的人，那是一

个有能力从不同视点考察的人。”像是我正在寻找的方向般深有同感。每次施工现场工人们的智慧都使我受益，

每一次从现场回来再审视自己的设计都会发现很多不足和欠缺，或许这就是设计师成长的必经之路吧。只希

冀在今后的日子中弥补不足，不辜负自己曾经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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