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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现实  主义 

读朱涛工作室近期两个作品有感

                         
                 

            

摘一 中国近十年来巨大的现实变化
，

呼

唤建筑师们寻找新的关于真实性的标准
，

重新界定建筑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并建立

新的语言规范
。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朱涛工

作室近期的两个作品体现了朝向这个方向

的自觉努力
。

关镇词 现实 现实主义 华存希望小学

地域主义 文锦渡汽车站 超现代 中国建

筑实践

                                

                   一               一  
 

                                  ’  
   司

  
‘

       
’，

     的                   乞    

                         咏       
 ’       

 

        
      晚              

 

         

       
 

   七刀            一            

    ，                    月            欲

          

              丫       
，

      

                              
，

           
，

  匕  一              
，

     

冈     
，

                            

中圈分类号
         一   一 

一

  

文献标识码
  

文 绷号
     

一

            
一

    
一

  

 一种现实

中国当代建筑在 ，   年之后
 

随粉全面市场化改

革发生了一次自     年以来 重要的转变
。

在变化刚刚开始的     年代中后期
，

并没有很多

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

建筑师们只是发现项目越来越多
 

城市越来越象工地
 

并且涌进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流动人口
。

我们没有意识

到一种生活方式正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另外一种生活

正降临在我们头上
—

离开我们的是那种代表粉约束

性的
、

公共的
、

集体的想象力和理想主义 正在降临

的是个人主义的
 

自由的
 

貌似开放的实用主义
。

在

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

我们目睹了这个急剧的变化
。

社

会中的少数人迅速聚集了大，财宫
 

另外一部分人则

仍然处于赤贫状态
。

    年至     年之间曾经激励粉

人们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信仰彻底崩演
。

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最深刻的变革
。

一个无可争

议的事实是
 

中国在   世纪和   世纪之文开始了一

场资本原始积累的活剧
。

建筑师既是这场活剧的观众
，

又是其中的演员
。

在某些时刻
 

这个社会所呈现的场

景使我们联想到旧世纪狄更斯和左拉笔下的英国和法

国
。

以这样一种时空倒错的方式
 

中国开始了独特的

现代化进程
。

任何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建筑师都不会回避这样

的现实
。

在中国
 

似乎是突然之间
 

建筑师象  世纪

初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时那样
 

肩负粉为未来生

活提供指引和选择的重任
。

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
 

如何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

改造以应对新的时代要求和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
 

是

摆在当代中国建筑师面前的急迫任务
。

在     年以后

的社会主义时期
 

经过至少两代人的努力
 

在建筑和

视觉艺术领域里成功地发展了一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设计方法和语言
。

这是一个融会了西方古典艺术规

范和现代建筑与艺术语言的成熟的体系
。

在差不多斗 

年的时间里
 

建筑师和艺术家用这套体系创作出了一

大批经典作品
。

在这样一个中国的
“

前现代
“

时期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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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言和社会体制
、

生活方式一度达到了一个高度吻

合的状态
。

但是当那种生活方式离我们而去之后
 

这

种体系已经远离了我们当前的生活
，

成为历史标本而

失去了活力
。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关于真实性的标准
 

重

新界定建筑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并建立我们这个时代

的新的语言规范
。

同时
 

希望一毗而就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的复杂性

是不切实际的
。

未来中国的建筑体系和典范的确立只

能通过级慢的
、

一点一滴的积累过程
。

每一个中国建

筑师个人的创作
 

只耍包含了对客观真实性的莱种追

问和思考
 

都将构成对新的建筑体系的整体追求的一

部分
。

仅从这一点来说
 

中国建筑师仍然拥有一个整

体性的目标
。

这是中国建筑师的幸运之处
。

设想对于新的体系的追寻和塑造将在未来的某个

时刻完成
 

但在这之前
，

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痛苦

漫长的与现实世界的搏斗
。

建筑师将被愚皿于他的理

性和现实的不确定性之间
。

这是中国建筑的一种现实
。

 一种现实主义

在这样一种现实中
 

朱涛工作室，近的两个作品
‘

四川华存希望小学
“

和
“

深圳文锦渡客运站
’

显示出

其独特的意义
 

这两栋建筑  前者已建成
 

后者即将

建成 分别处在中国社会结构的两端
 

前者位于四川

偏远山区
，

后者位于深圳市中心
 

前者由民间捐资
 

规

棋小
‘

造价低
、

施工工艺简陋
 

后者由政府投资建造
 

规模大 造价高
、

施工技术先进
 

前者的使用者是贫

困山区的小学师生 后者的使用者是发达的大都市中

的旅行者⋯⋯从莱种角度上说  图  
 

引  这两个项目既

揭示了中国建筑的当前状态和处境
，

又折射出社会现

实的复杂性和建筑师对建筑实践惫义的追寻及其与社

会
、

文化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

华存希扭小学
“

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

产物
。

它的社会功能和实际作用对建筑师提出的任务

和要求沮异于通常城市中的项目
 

在这个只有      ，

的趁筑中
，

如何在造价的限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签本

功能和提供宽敞的空间
，

成为压倒一切的设计耍求
。

由于当地的条件所限
，

这栋新建筑不可能采用城

市里司空见惯的结构形式和建筑材料
 

而采用了页岩

砖和一些拼凑起来的建筑构件
 

理论上它可以被自然

地归入到所谓
“

地域主义
“

的类别
，

但该建筑在实际

操作上远比一个
“

地域主义
“

理论标签复杂得多
 

地

方材料并不象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便宜
。

由于森林

稀缺
 

木材的价格实际上很昂贵 文通不便使外边的

材料很难进入该地区
 

当地的砖瓦生产者趁机抬高价

格
 

致使当地的产品的价格比附近城里的还离
 

这栋

房子的施工工人就来自当地农村
，

也就是城市居民眼

中的所谓
“

农民工
’ 。

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的物质
、

文化

状态
 

他们的很多传统的优良技艺已经消失殆尽
 

现

在通行的施工工艺也简陋不堪
 

连砌砖都祷从附近城

市聘请技术工人驻现场指导
。

诸如此类的因素使褥这

个建筑的设计纠缠于现实的制约条件中
 

变得模糊不

清 难以归类
。

可以想象
 

这样一个项目在建造过程

中充满了争吵
、

讨价还价和妥协
。

最终这栋建筑在一个

很低的造价水平上建造完成  土建造价约为 的元  
 
 
 

但值得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建筑中
 

建筑

师并没有因为经济
、

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而放弃对建筑

美学的追求
 

或者说在这个项目中建筑师很清限地意

识到建筑的美学追求和它的使用功能
、

社会意义是合

二为一的
，

通过对地形
、

构造
 

通风
 

采光的仔细考

虑
 

这栋建筑达到了特殊情境下的美学效果 它提供

了宽敞
、

明亮的教室
，

宽大的室外走廊可供学生在阴

雨天进行户外活动
 

新型的三维翘曲坡屋顶结合传统

坡屋顶与山地地形相呼应
 

各种材料均保持其质朴的

本色
，

没有娇饰⋯⋯所有这些都赋予该建筑一种特有

的朴亲
、

生动
、

优雅的形象
 

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体

面
 

薄严和由衷的喜悦
。

在这里
 

建筑师的作品没有

因为贫乏的现实条件而变得消极
、

颓废
 

也没有利用

粉饰以对现实状况进行过度美化
，

建筑师在充分尊，

现实条件的荃础上
，

以细腻
、

隐忍
、

酷达的态度在建

筑中塑造出一种
“

真实
“

的美
。

 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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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布局 新小学校舍分为两条 一条设在与校园土坝子操场相平的平

地上 另一条座落在高出    的坡上 两条校舍在剖面标高上相互错开

一层 在平面上呈  
 

型布， 与现通山乡中心校一起围合出一个新的庭

院 在该庭院中 墓地原有的坡地地形被梢心保留  图    

交往空间 两条校舍的外走腐都朝向庭院 坡地布， 并坚持将廊道设

计得异常宽大  轴线宽    接近半个教室宽度 四川多南 廊道空

间在雨天会成为小学生课余 好玩的地方 此外 结合地形 建筑师还

在建筑周边布盆了多种形式的平台 楼梯和踏步 以鼓励孩子们的多样

的课间活动  图 飞   

可持续性 顶层每个教室都设有天窗协助采光 通风 在外走廊旅教室

墉根处开了一系列采光
 

通风孔洞 它们从底层一直向上贯穿项层外走

廊屋面 一方面将自然光线引入底层 另一方面形成向上抽风效应 以

加强各层的自然通风性能  图    

建造体系 控制造价是该项目的主导制约因素 只有利用地方经济 常

用的建筑材料才能使得该项目可行 建筑师最初确定的建筑结构 构造

体系是 主体建筑为砖混结构 顶层教室和走廊屋面为轻钢结构 以下

部砖混结构为攀础 成排的钢柱支律起轻钢屋架 钢神条 其上铺设小

衡瓦或波纹钢板 建筑师针对两种空间类型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坡屋面体

系 以展开对话 针对均质重复性的教室空间 其厘面为单面直坡屋面

这基本上延续了四川民居屋面的形式 针对通畅 动态的顶层廊通空

间 与周边起伏的山地风景相呼应 其屋面被设计为三维扭曲的直纹曲

面  图    成排高度渐变的钢柱支撑一系列坡度渐变的小型钢析架

其上铺设钢像条和波纹钢板 这种三维曲面坡屋顶在建筑师看来是对传

统坡屋面形式的一个突破

最终实施 由于造价所限 实施的建筑有相 当的删改 但基本保留

了最初设计的体系关系 某些施工工艺让人满惫 如大面积砖墒砌筑质

一很高 这得益于捐资方专门从附近城市德阳请来一 名老技工驻现场指

导 某些细部的构造和材料远用呈折衷 拼贴状态 实际上有所背离原

设计所追求的整体性 但也产生出另一种有趣的效果 这 主要来源于工

匠的现场智想 他们替干用 简便的方式解决局部问题 而不受整体系

统的控制 比如 上层走廊的屋面原设计为钢柱 支律轻钢梢架 上铺波

纹钢板以形成直纹曲面坡屋面 但在实施中为降低造价改为钢柱支律木

屋架 上铺石棉瓦  图 一   】 但 当该屋 面石校园入 卜〕楼梯问 士咬
之

因跨

度过大而无法由木屋架支撑时 便又局部恢复 了轻枷桥架结构 最拉 该

处屋面呈现出一个奇特的混合性结构 构造休系  图 口  卫  邵 支

撑结构一边是钢柱和钢析架 另一 边是钢柱 木屋架 和鹤 墙
‘

 膨孟

用的是木株条 另一 半是小型钢桥架 一 半丫面为自岭 泊 二‘山刊
  九

另一 半为直纹曲面 面上铺石棉瓦

哺编 自 锰 州
·

 八 石 甲 了
。 ‘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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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文锦渡客运站
‘

则讲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

的故事
。

它位于大都市中心
、

规模庞大     万  ，
 

、

耗

资巨大   
 

 亿元 
、

形象上特立独行
 

设计和建造上利

用了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分析技术⋯⋯在各方面
，

与希

翅小学的谦和
 

朴素的
“

地域主义
“

相比
 

该建筑都

可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
“

超现代
“

作品  图  一   
。

该建筑位于深圳中心区的一块狭窄的三角形用地

上
 

周圈被高层建筑和高架桥包围
。

和其它很多城市

建筑一样
，

这栋建筑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多功能综合

体 车站
、

办公
、

旅馆
 

公窝 商业等等
。

建筑师的

策略是摇脱目前高层建筑塔楼 相房的做法
 

把所有

的功能三维地压缩到一个巨大
、

单一的体，中
，

从而

在现有的纷乱芜杂的城市空间中插入一个完全不同的

物体
 

制造出一种新的建筑
“

完型
‘

      旧
。

这种差

异在建筑和周边环境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
 

这个方案在形态上与库哈斯的比利时客运码头竞

赛方案有某种相似之处
 

所不同的是库哈斯的方案位

于海滨的开阔的用地上
，

他的意图是用这种形式在一

个无密度的地方凭空制造出一个高密度
、

多样化的立

体城市环境
。

而文锦渡汽车站本身就处于一个畸形高

密度的
、

班无特征的城市环境中
 

因而朱涛的设计的

英学意义有粉很大的不同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高密度
、

芜杂的城市环境中
 

建造出
‘

另一种
“

高密度城市
 

它

自身高度整合
 

对外成功地制造出
“

间离
“

和陌生化

的效果
 

对内则提供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公共空间
 

以

供上演永不停歇的人
，

车
、

物流三维文织的都市文化

的戏剧
。

这个高度
“

美学化
“

的方案丝毫没有忽视功能组

织
。

该建筑设计在 观
、

朝向
、

日照和与周边城市环

境的关系上做了大 的细致的分析工作
。

事实上朱涛

的方案能在最初的竞赛中被评委选为实施方案 主要

原因正是它在如此狭窄的用地里 极好地解决了长途

汽车的交通流线和停放问题
 

以及其它多种车流
 

人

流的关系
。

总之
 

该建筑一方面是一个美学作品
—

其纪念碑般的形式
、

宏伟的内部公共空间等等
 

另一

方面是一个交通设施
—

一部与都市网络密切相连
、

在严格的组织关系驱使下商速运转的机器
。

这两方面

并行不悖
。

“

华存希望小学
“

和
 

深圳文锦渡客运站
“

偶然却

又很典型地触及到在中国建筑实践必然面对的社会参

与和美学追求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话题
。

如果说
“

希

望小学
“

是由社会参与出发 尽力实现高质 的美学

追求 那么
“

文锦渡汽车站
“

表现的则是由美学追求

出发
，

最终实现强有力的社会参与
。

这两个如此不同

的作品并列在一起
 

本身就落含粉许多层次的文化意

义
 

而朱涛工作室在同时对待这两个项目时既不背离

现实
、

粉饰现实
 

又不为现实状况而埋没自身的职业

追求
，

而是立足于现实中的各种张力和异质性
 

采取

恰当的策略
 

奋力获得一种文化的平衡
 

这体现出一

种清新的建筑探索中的
“

现实主义
“

态度
。

中国建筑师要最终确立一种成熟的建筑实践
 

既

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也要开始艰苦的专业话语的

，建
，

朱涛工作室的近期两个作品体现了朝向这个方

向的自觉努力
。

作 草位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

作 蔺介
 
朱亦民

 

男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教师
 

荷兰贝尔拉格

学院硕士

收抽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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