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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十年，是当代中国建筑的实践逐步步入国际舞台的十年，也是在经历了所谓实验建筑的摸索而开始摆脱简

单的对概念的追求，并逐步多元化的十年，青年建筑师们从对荷兰、瑞士、西班牙、日本建筑风格的崇拜，到走出走

马灯式变幻潮流的亦步亦趋，逐步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道路。

十年实践有如十年寒窗，袁烽和他领导的创盟在这十年来也经历了一个意义非常的转变，并找到了值得一直坚持

的独特的设计视角来诠释当代建筑实践。不同于以生产为导向的随波逐流的市场化公司，创盟坚持了自己的设计方法

与实践策略，并促进独立、健康的发展。身处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与真实的建造过程中，保持自主性的批判思维状态十

分重要。“自主建构”作为本次展览的主题反映了对设计方法与理论的探索。“自主”是一种态度，“建构”是一种

行动。围绕着独特的设计态度和行动的，是一个贯穿在研究、教学和实践三个领域平行发展的思考。这些都清晰地反

映在大家眼前的这个展览中。

展览是以建筑设计方法为线索展开的。“算法几何”、“数字建构”、“性能美学”以及“互动建筑”等内容清

晰地勾勒出了“自主建构”的内容。这些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路径，反映了创盟设计总监袁烽将研究、教学与实践有效

结合的全方位背景。

关注建筑本体，是寻求建筑自主性发展的重要突破点。“算法几何”是从计算几何角度，研究建筑的多维性概

念与空间可能性。在“茶室”与“卜石艺术馆”的实践中，建筑的几何性研究得以完整体现。“数字建构”的方法有

效地将数字设计方法与建构思想结合，在“J-Office 办公空间”、“兰溪庭”、“诺华制药上海园区”以及“佛手湖

13 号楼”项目中，砖与玻璃砌块在数字设计方法的指导下与传统的人工砌筑有效结合，在实践层面验证了数字建构

方法的实现可能。“性能美学”是建立在性能模拟基础上的算法生形方法，这种方法与传统的性能评价不同，结构性

能以及环境性能分析过程直接介入到形态的生成过程中。在“佛手湖 13 号楼”、“长江之翼雕塑”以及“亚洲垂直

城市设计竞赛”中，“性能美学”的设计方法都得以应用。“互动建筑”部分主要是袁烽在教学、研究领域探索的设

计方法研究，展览通过两个互动装置探索互动建筑在未来建筑实践中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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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与搭建

曲面优化生成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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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切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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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这些研究、教学与实践作品，会发现创盟在袁烽的带领下，在探索自主性方法的同时，非常注重实践验证与

理论研究的学术关联。正如斯坦福·安德森所说的“半自主”状态，游弋于现实与理想之间，而这正是创盟第一个十

年的真实写照。“自主建构”是建立在自主思考和自主研究的线索基础上的。当然，只有与实践有效结合，才会带来

生命力。

此次展览记录下的是十年创盟的成长轨迹，其中数字技术是重要的思考媒介与方法。“自主建构”带来的是理解

建筑的全新思维视角，使我们能从建筑本体层面上发现、定义新问题，这与用同一方法去解决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所以，

这种自主的探索过程是难能可贵的。

创盟十年建筑展是对过往的一个总结，也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如果说几年前袁烽的绸墙频繁地出现在国际建

筑杂志和展览中还只是西方对于中国也出现了参数化设计的实践而表示赞叹，那么几年后的今天，袁烽在此基础上不

断推进概念的深化并发展出了独特的、数字的、结合传统的、兼顾低技的数字化建构道路并建成了一系列的作品则表明，

他或许已经是当代数字化建造版图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我们期待着他的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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