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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彰显与消隐

材料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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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材料之于建造的能动性是当前建筑界对材料较为共识的观点，材料不再作为分离的或附加的要素显现，它从

设计的一开始就参与到建造的逻辑关系中来，甚至作为建造的启发点与契机。安藤忠雄认为一个设计概念只有在提供了

某种能表达出材料真正特性的方式，并由此产生相应的空间结构，它才是正确的。这种忠实于材料特性的观念确实为建

造提供了一条明朗、直接的出路，也为建筑师的主控性思维扫除了障碍。去除了装饰性元素的干扰之后，建造的逻辑与

预设的场景异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就像混凝土之于安藤，砖石之于博塔。

强调材料之于建造的可能性，可以赫尔佐格与德穆隆的材料进化观念为代表。它不再一味追求新材料的更新，而

是寻求材料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更多可能性与拓展性。虽然他们也认同材料不只是形成围合空间的表面，而且也携带并表

达着房屋的思想，但他们更热衷于对材料的创造性使用。从美国加州的多纳米斯葡萄酒厂（Dominus Winery）的笼中

石墙到德国埃博斯沃德技工学院图书馆（Eberswalde Technical Library）的印刷混凝土，这种材料进化的观念开拓了一

个谋求材料在时代语境下自由度的新疆域。

强调材料之于建造的去模式化是对材料的社会属性的深入反思。因为对材料本真性的强化也同时引发另一个问

题，那就是材料本身不可避免的模式化倾向。

譬如红木，“名贵”就是材料的社会意义，也是材料带来的束缚力。只有当它的“名贵”被消解时，自由才能得

到释放。这种材料消解的观念在坂本一成的作品中表达为：试图通过“错位”消解掉“日常使用”所带有的社会意义，

而并非从无到有地全新创造，来挖掘材料的另一面。

无论从材料的物理属性还是社会属性反思，对材料意义进行彰显还是消隐，都是在与建造所产生的关联中浮现出

来的。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