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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材料系统——陈龙，胡宪，贾 
莲娜，陆翔（多相工作室）访谈

郑小东：在多相完成的项目中，材料一直被置于十分

重要的地位，材料问题是你们设计的起点吗？

陈龙：材料系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是

不是作为起点我觉得应根据每个项目的需求，会有不同的

关注点和出发点。我们工作室把材料作为一贯关注的问题，

作为知识储备和长期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但并不是每个项

目都要试用一种新材料，或者每个项目的设计都要从材料

出发，其实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还是挺宽的。

郑小东：在上海世博会万科馆中（图 1-1），你们使用

了一种“新型”材料——秸秆板（图 1-2）作为建筑表皮，

能简单介绍一下这种材料吗？很多人感兴趣万科馆的防火

是怎样解决的？

陈龙：这种材料是用农作物的秸秆做的，像玉米、高

粱什么的都可以。粉碎以后加一种聚氨酯胶，经高温、高

压制成。在防火方面，秸秆板的防火性能不行。我们最初

是想参考北美的重型木结构防火规范，他们认为木质材料

如果截面足够大，在燃烧过程中表面碳化，对内部有保护

作用，是烧不透的，耐火的时间会变长。但是国内根本就

不推广木结构，没有把木头太当结构材料来用，只在古建

筑维修或者一些临时建筑中用到。所以我们当时在报批万

科馆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困难，本来是想拿秸秆板来做承重

墙，想参考北美的重型木结构的防火规范，但是这在国内

很困难，万一世博会场馆着火责任又特别大，所以报批时

难度特别大，后来就改成饰面材料了。

胡宪：万科馆改用钢结构之后外墙的做法是一个层化

的结构（图 1-3），内侧是龙骨体系的纤维增强水泥板，面

图 1-1  万科馆外观

图 1-2  秸秆板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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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才是鳞片状的秸秆板，其防火性能主要靠水泥板来达到。

郑小东：记得以前听你们提到过，万科馆最初的想法

是把秸秆板砌筑起来当作承重墙（图 1-4）。但是这种材料

好像比较软，砌到十几米高感觉有点危险，后来改成饰面，

除了防火是不是也有结构方面的原因？

陈龙：我们当时开始设计的时候是参考了这个板材的

技术性能参数的，其抗压能力有多大，自重有多大，活荷

载什么的都算上去，承载力方面是没问题的。而且最初设

计的墙体是变截面的，下部截面比较大，越往上越薄，越

往下越粗。改成饰面除了考虑防火之外还有些构造的原因，

防水、防潮方面有一定难度。比如下雨时，这种板材长时

间淋雨会吸水膨胀，对墙体结构有影响，外面都涨了，就

变成往里倒了，（因为）其外表面长度变长了。这在技术

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郑小东：万科馆圆锥或者倒圆锥的形态是根据最初秸

秆板作为承重墙时的受力特征设计出来的吗？

陈龙：圆锥是由圆柱演化而来，做成正的还是倒的圆

锥（图 1-5）其实是我们对空间上的追求。因为在砌体结

构中，墙最稳定的还是这种闭合交圈的，这样可以把它整

个拉结起来。我们设计了一些钢板，相当于圈梁，把这东

西给箍起来，所以它的整体性会比较好。单片、游离的墙

体的稳定性会有问题。

图 1-4  万科馆墙体片段建造试验

图 1-5  万科馆概念模型

图 1-3  万科馆外檐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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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东：秸秆板一般用在室内，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

时间长了会褪色、变灰，这一点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陈龙：所有的木材类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卒姆托设计

的那个小教堂，贴的木鳞片迎光面都灰变了，有一个明暗

交界线似的东西。常年受太阳光照和水侵蚀作用，迎光面

的变化就比较大，阴面保持木色的时间就会长一些。这就

是自然和时间在建筑上留下的痕迹，正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胡宪：前面提到了秸秆板的防火问题，其实秸秆板遇

到的比较大的问题是耐老化。业主一开始不太能接受秸秆

板灰变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给业主做一些说服工作，另一

方面我们既委托上海建科院进行了耐老化的实验，又做了

大比例的样墙运到上海进行户外实验。业主对实验的结果

还算满意，最终同意了选用自然材料的想法。世博会结束

以后，正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时间在万科馆留下了痕迹。

郑小东：你们设计的 N 工作室项目（图 1-6），用了传

统的青砖来做表皮，那个建筑的结构和构造如何？

陈龙：结构是砖混的，就是个夹皮墙。里面是红砖，

主要承担受力作用。红砖墙外面是保温层，保温层外面是

空气层，然后才是青砖（图 1-7）。空气层的作用一方面是

保温效果好，另一方面是防水。这个构造做法其实是从北

美传过来的，是北美砌体结构常用的一种方法。因为他们

认为外层砌块类的东西防水还是有缺陷，并不能保证水渗

不进来，尤其当外面是一个装饰性面层的时候，厚度也不

够厚。像咱们一般二四墙做外墙，水渗到一半渗不进去了，

里面墙皮没湿，咱们就觉得好像防水没问题，实际上已经

吸进去一部分了。面层是么二墙或是砌块只有 100mm 厚，

水会渗透进来浸泡保温层。所以其实是设了一个导水层，

水渗透进来接触不到保温层，顺着空气层就流下去了。

郑小东：青砖的最终表面被打磨，模糊了砖与灰缝的

界限，形成一个完整的表面。这与传统工艺的磨砖对缝有

异曲同工之妙，两者有无关系？ 
陈龙：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都知道这种传统工

艺，已经变成了一种潜意识。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追

求一个完整的形体，从人的感官出发，是一个完整体块 
（图 1-8）。

图 1-6  N 工作室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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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N 工作室外墙细部

胡宪：一般的勾缝是凹进去的，阳光照射到墙体上会

留下一道阴影，因此墙的砌块属性会凸显出来。我们在墙

体勾满缝的基础上打磨了之后，消除了这段阴影，这其实

也弱化了墙的砌块属性，强化了体块。人站在这样的墙面

前，会感觉这墙既熟悉又有一些陌生。这种微妙的体验正

是我们当时想要的。

郑小东：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的建造方式以

层叠建造为主，面层材料似乎应该越薄越好，也就是表面
图 1-7  N 工作室外墙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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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面砖应该比真砖更方便，但建筑师们都喜欢用真砖，

比如 N 工作室，对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陈龙：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建筑师是否要用一个模拟

的态度。面砖类的东西可以做得不像真砖，这样更符合它

的特征。有一些面砖里面加了些纤维的东西之后可以做得

很大，这就可能产生更积极的效果。用面砖去模拟真砖我

们就比较排斥了。比如说黏土砖错缝砌筑，因为墙体要整

体性，如果是通缝，整体性就会比较差；而对瓷砖来讲，

它只跟后面的粘接层有关系，每块瓷砖之间反而没什么关

系，通缝对它来说比较合适。

郑小东：从已经建成的项目来看，多相似乎偏向于使

用相对传统或天然的材料，而且以实体建造的方式居多，

你们对层叠建造方式下的铝板、玻璃幕墙、千思板等材料

有何看法？

陈龙：其实我们对这种大量使用的工业材料并没有什

么排斥，每回选择材料时还是要看这种材料适合于做什么，

在它适合的领域有什么拓展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开始考

虑，并不是说我们排斥使用幕墙系统。如果一个项目很适

合使用幕墙系统，我们当然会使用它，同时也会有一些思

考，用幕墙系统跟普通的方式有什么进步等。主要还是根

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材料。对每个项目的关注点不一

样，会选择不同的材料。

郑小东：你们总是强调从建筑的本体出发来思考问题，

这个本体除了建筑本身的材料和构造，还有别的东西吗？

陆翔：材料、构造在上一个阶段对我们来说是经常会

思考的一个对象，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我总觉得有一个人本的建筑在。人本的建筑是能够打动人

的，对于建筑的使用者或体验者来说，他能感受到的是人

本的因素。其中包括一些概念，他也能够体验到。比如跟

历史的关系，你熟悉的、过往的关系，触觉的体验以及行

为的体验等，都可以算作人本的建筑，这部分是建筑最能

打动人的地方。为了实现人本的建筑的想法，肯定是要用

到相应的材料和构造。当然，材料有其本身的美学所在，

构造也有它自己 Tectonic 可以欣赏的那些，但这不等于人

本建筑的全部。人本建筑这个词我们还要再商量，这对我

们来说是更愿意思考的，包括强调体验这些东西等等，材

料和构造只是一个基本的工具或基本功。

贾莲娜：这个词可以商榷。我觉得不是这样分的，我

理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整体性。材料和构造非常重要，

我们在前期特别关注它，就像小孩开始成长，肯定先关心

你周围的世界，去舔，去发现，你先要和物理世界打交道，

才能上升到文化。我们之前比较强调（材料和构造），是

因为看到太多的建筑虽然有对文化层面的关注，但结果在

我们看来挺拙劣的。对这个的关心是在避免做出一个好像

那个（文化）境界很高，但实际又很差劲的设计。材料和

构造最后肯定不一定是你想要去表达的主体，但也肯定不

只是一个工具这么简单，还要再深入讨论。

陆翔：对于我们来说，材料和构造本身不能够成为建

筑全部的推动力，需要有其他更强大、更体验性的推动力。

陈龙：拿文学做例子，材料和构造更偏重于语言本身，

如词、句子和语法，有一些修辞，真正变成一个文学作品（还

不行）。首先得解决掉基本问题，不能变成写打油诗，好

像格律呀、押韵呀都对，但实际上没什么内容。当然，有

一些装置类或更小的东西，是练习性质，或者是说我就要

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材料和构造被放大了，就是要研究

这方面的内容，语言学那部分就变成主要的。

郑小东：也就是说材料和构造对于建筑师很重要，但

只是建筑师的一个基本功，用它来保证你达到更高的追求。

贾莲娜：这是建筑师的语言。建筑师不写文章就靠房

子来说事的话，这就是你的语言，你必须得掌握它。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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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去用它，如何与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建立连接，这是

一个更重要、更值得关注的课题。

陈龙：表达什么和具体的项目有关，不同的项目会有

很大的不同。换个环境、换个业主、换个业态，各种因素

促使你最后想表达的内容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郑小东：很多建筑师非常重视材料，追求材料戏剧化

的视觉冲击，材料表现变成建筑很重要的策略之一。相反

也有另外的一些人，认为材料不重要，用什么材料无所谓，

像西扎的大部分建筑，完全把材料泯灭掉，强调空间体验，

故意把材料那方面忽略掉，让你不要去重视材料，去专注

别的东西。这两者还是很不相同。

陆翔：后一类建筑师可能更关注人的体验、建筑的空

间感和光等。建筑的有些效果是跟某种材料紧密相连的，

包括一些细部的处理，这些处理也是和体验、行进感有关

系。在有细部处理的地方，你会减慢速度，去寻找、去观察。

但是如果材料太强大了，会干扰人去阅读、体验。

陈龙：这实际上是建筑师先选择了一个语言体系，这

个语言体系并不一定是建筑师觉得最重要的，先有这么一

个语言体系之后，建筑师就能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可能

这个选择是很偶然的，并不一定是比较很多之后才觉得某

种材料最有利。（建筑师）先掌握一个语言体系，然后就

用这个语言体系来说事，但表达的是别的意思。像唱朋克

的，就用三和弦，对他来讲不重要，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靠这个工具不断重复，里面的词所表达的思想才是最重 
要的。

郑小东：万科馆之后你们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材料系

统”，即由材质也就是材料本身的性质，到材料线、面、

块的形态，然后材料系统承受荷载，最后结合得到建筑。

贾莲娜：材料系统是我们做完万科馆之后对之前工作

的一个小结。很有可能到一个阶段我们就不写东西了，就

是看房子。因为总结总是意味着简化，比较粗暴，很多细

微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总结、分析、归纳、系统化的。万

科馆是一个让我们意识到从概念往体验的一个转型，那是

一个概念的结果，因为最后不是叠涩的，概念其实半截就

废了，但是最后的结果还留着。我们发现那个体验有特别

的吸引力，甚至比我们一开始的概念更重要、更本质一些。

郑小东：在转向体验之后，会否定或放弃材料系 
统吗？

贾莲娜：不会，那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了。

郑小东：在你们的设计过程中，除了材料系统还有别

的系统吗？

陆翔：在《材料系统的观念》这篇文章中，并不是只

有关于材料系统的观念，还有关于材料系统背后的观念，

比如光线、人的体验等，它（材料系统）是有一个动力的。

荷载是对这个材料系统比较强力的一个约束，我们之前做

的很多项目都是希望这个材料系统是承受荷载的，因为在

荷载的约束下，你失去了一定自由，但是也获得了某种真

实，这是材料系统自身的一个约束，而材料系统背后的观

念是支配的力量，是怎么去组织材料系统的原动力。虽然

还不是很全面，但我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当然，

我们还是在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意识到背后那些东

西，来重新看待材料系统。

胡宪：材料是比较好总结的，因为它比较物质和客观，

容易操作。万科馆之后我们觉得不光材料，还有其他的要

素，比如光线、空间和人的体验，它们是跟材料系统平行的，

有时候甚至高于材料，材料可能要服务于它们。最终这些

要素互相渗透、支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完成度。这些东

西正在探索，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实践去建立。

郑小东：我觉得之所以只有材料系统而没有其他的系

统，是因为材料是建筑的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物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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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都是在材料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或者是在背后

对这个系统产生影响。

陆翔：材料和构造不足以支撑一个建筑，需要有背后

的观念。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刚盖完万科馆没多久，

建成的房子也比较少，对这些没有更多的实践去支撑，去

发展出特别具体的理论或原则。

郑小东：那些支配因素是要加入到材料系统里面来，

还是对整个系统的支配？

贾莲娜：是整体，也许得放在最前面，或者整个是一

个区域。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那么线性，得来回来去的，

这个区域是说单项都浸染在一个大的主题之下。

陆翔：材料系统背后的概念包括戏剧性、调动人视觉

之外的感官体验、时间性、空间性以及对于绿色建筑的回

应等，这些更有支配性，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材料系统的

（原因）（图 1-9）。

图 1-9  材料系统

贾莲娜：调动视觉之外的感官体验挺重要的，这是我

们很早就意识到的，像穿墙术、木梳什么的，多方位的感官。

空间性是从现代主义就在强调的，有些建筑师认为材料不

重要，可能就是觉得材料的表现和空间的表现会有冲突。

陈龙：这是在不同尺度上，组成物质和空间的关系。

贾莲娜：像妹岛和世的房子全都是白的，也很有意义。

说白了还是看你做得够不够好，任何一条道路都能走得好，

也都能走得很差，有时候是你如何取舍的问题。

郑小东：支配因素里有一个时间性，你们在北京新光

天地的 ZUCZUG（素然）店（图 1-10）使用了一种纸材料，

是一种不太耐久的临时性材料，是如何考虑的？

陈龙：那种材料叫纸蜂窝板，是一种纸结构（图 1-11），
比较轻，也比较廉价。我们之所以选这种材料就是因为这

种时尚店的装修存在的时间都是很短的，经常两三年就要

换一套形象。就算你不换形象，商场也会根据你的销售情

况来调整你的柜台，比如说换楼层。商场和店铺之间是分

成的关系，有商业驱动在里面。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觉得

材料应该跟店铺的使用寿命之间有个对应关系。要是用大

理石什么的能用 100 年的材料来做，两三年拆了，其实是

一种浪费，所以才选了这种耐久性能与店铺形象寿命相当

的材料来做（图 1-12）。同时，这种材料可降解，不像那

些用完以后变建筑垃圾了。

陆翔：另外，行进感也是很重要的一种体验，有时候

理解空间其实是通过行进动作去理解，首先是速度，还有

图 1-10  ZUCZUG（素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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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再看见哪个，和孤立地去看这些东西完全不是一 
回事。

陆翔：像密斯的房子，你多少会觉得是匀质的时间、

匀质的路线，但在园林里正好相反，有的地儿会慢，有的

地儿会快，有的地儿会停留，会反转，一系列不均质的时间、

行为充满建筑当中，跟人的体验特别有关系。

陈龙：就像摄影和电影的关系。

胡宪：这种关系不是一种上帝的视角，而是将你放到

空间里，是一种人的视角。

郑小东：从材料系统扩展开来，你们理解的建构文化

是怎样的？

贾莲娜：“诗意地建造”是非常高深的一句话，非常

难达成，如果你不做到那，就没法理解这句话。你怎么搭

一狗窝搭对了，多快好省然后承力，这是一个层面。另外

一个层面非常高，得是你能够有一个整体性的眼光、一个

全然的关照，从你的思想，到建筑的布局，到每个单体，

到最后材料的交接，都是整体的，这是建构最有意思的地

方。是一种整体性，是一种所有的东西不相互矛盾，高度

的自洽性；绝对不是简单搭搭砖头，把结构表现出来，这

只是对建构最粗浅的理解。森佩尔当时说得已经非常本质

了，他说的四要素，先是清理场地，然后是炉火，这是生

活必需又是非常精神性的，是一个家的中心，然后是墙、顶。

这四个要素，每个去琢磨一下，都是特别深的课题，不是

简单的材料交接和表现的问题。只不过这种境界很难达到，

建构很多时候多说无益，就是去做，只能说你做到了，让

房子说话了，这事就结束了。不是说你做了一座房子，还

得写一本书来讲你这房子怎么建造的。卒姆托算是能达到

（让房子说话）这一点。

郑小东：你们现在关于感官、体验的追求，仍然是在

建构的语境里吗？

图 1-11  纸蜂窝板墙面

图 1-12  专卖店全景

在行进过程中空间的变化，（雅典）卫城总是被用来举例，

是因为其建筑的摆放和人的行进是发生关系的，探讨卫城

的时候总是在行进的路线上从各种角度去说，中国园林也

是这样的。

陈龙：每一个视觉场景排列顺序之间的关系，先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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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诗意地建造，诗意那部分肯定是的，不能说客

观地、完全抛离开人的体验来谈这个，那就没有诗意了，

那就是工具理性的东西了。

贾莲娜：我们现在在做的事说出来好像比较简单，没

有什么特别理论性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在打开感

官，因为以前太多智性的东西会导致你感官的方面封闭起

来。我个人特别有感触，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焦虑，现在回

想起来当时就是在打开感官，但还有对好多智性的东西又

不能放弃的不适应感，当时还没有协调好，你会觉得好像

做的一切事情是不是都没有意义？直到你能够去感受。如

果你没有感受，没有理解这个项目本身，就上来设计一通，

这个房子摆这，那个房子摆那，都是你还没开始感受就开

始输出的结果。现在这是我们的课题，并不是说我们已经

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说要先去感受，先要理解你要做一

件什么事，先建立这个，然后才开始做什么。

郑小东：你说的高度的整合，应该就是建筑师追求的

目标。

贾莲娜：那可能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光是做建筑师，

其实是对你人生（的追求），你要做的事，你活的状态，

应该都是整体性的。否则你就会拧巴，不高兴，郁闷。如

果你把这些都捋顺了，那你做这事的时候好像所有都是自

然而然发生的。以前我也觉得特别扯，说艺术家到最后都

是拼修养，我当时不理解修养是什么，以为就是画画、写

字，其实是对人生的理解。那种境界并不是说你读了多少

书、会写一手好字，而是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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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设计——崔  访谈

郑小东：国内有学者将当代中国建筑师分为三个方向：

本土语境、都市语境和未来语境。本土语境比如说您、王澍、

刘家琨，比较关注本土问题、地域问题；都市语境比如说

都市实践、马达思班，比较关注城市问题；未来语境比如

说马岩松、王振飞，以参数化设计、数字建构来体现技术

的力量。您同意这种分类方法吗？对您被归为本土语境怎

么看？

崔 ：我基本认同这种分类，至少从作品取向上大致

可以归类，但也会有交叉。我一直自认为是有本土立场的

建筑师，但工作中也常常涉及都市问题。

郑小东：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很大，应该怎样定

义您所说的“本土”，范围何在？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态

度和方法，也就是说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本土建筑”？

崔 ：我所提倡的“本土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态度或

原则，它强调的是建筑与土地的具体关系，所以每一个场

地都应有具体的本土性。

郑小东：您早年设计的珠市口丰泽园饭店，有一些“符

号化”的处理手法，而近年设计的德胜尚城（图 2-1）则

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从规划尺度、空间结构、材料建

构等更深的层次来继承传统文化，能不能谈一下您的转

变？或者说，您觉得应该怎样继承传统？ 
崔 ：我对文化传统的认识也有一个从形式语言到空

间语言的认识过程，如今我认为传统的继承不应再是一个

被动的包袱，而应成为创新的基础，对传统文化也应从更

广义去理解，在创作中也应结合不同的情况采取恰当的表

达方式，有时要抽象一点，有时也需要具象一点；有时用

空间的语汇，而有时也用形式的语言；有时要新一些，变 图 2-1  德胜尚城

异一些，而有时要旧一点，经典一些。总之，继承传统是

一个态度，但方法应该多元化，因地制宜（图 2-2）。
郑小东：在德胜尚城里，有一些“古建筑”时不时“突

然”出现，这些古建筑是在原址“恢复”的，还是“再造”

的？如果是“再造”的，出于何种目的？出现的位置如何

选择的？

崔 ：德胜尚城街区里的传统建筑片段（图 2-3）是

按原址测绘图上定位复建的，目的是留下一些城市的记忆。

只可惜原址的建筑在设计开始前已经拆除了，所以这些片

段只是一点提示而不提供真正的历史信息。当然材料和一

些构件是旧的，但不是原址留下来的，而是北京其他地方

拆迁时收购来的，算是一种再利用，也算是一种纪念。

郑小东：从您完成的众多项目中可以看出，材料问题

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您做设计的过程中，材料何时

介入？是作为设计逻辑的起点，还是等功能、空间和形体

等问题确定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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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东：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建筑外表面的

建造方式是以层叠建造为主，从里到外一般是砌块、保温

层，然后最外面是面层。按照这种工艺，面层应该越薄越

好，建筑表面使用面砖应该比真砖更合理，但建筑师们都

喜欢用真砖以砌筑的方式来建造，带来了很多构造的麻烦，

对这个问题您有何看法？

崔 ：虽然我的项目常用面砖，但我也更希望用真砖，

尤其当下基于建筑节能而大面积采用外保温，采取面砖粘

贴就更不合适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容易造成脱落。所以在

欧洲和北美，外保温层外用真砖是典型的构造。

郑小东：在德胜尚城里，新建筑使用的是灰色面砖 
（图 2-4），不知道是不是粘贴的？您要求施工队做出传统

青砖砌筑时“磨砖对缝”的效果，似乎与面砖的工艺不符，

您是怎么考虑的？ 
崔 ：德胜尚城是用了面砖粘贴的面层（图 2-5），所

谓希望达到“磨砖对缝”的效果只是把缝宽缩小到 3mm，

比一般做法稍窄而已，没有什么不同的工艺。

郑小东：您长期在国营大型设计院里主持工作，大院

里面设计和建造的习惯都是使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材料

和现代化的建造方式，那您对手工化的传统材料和工业化

的现代材料这两种材料有什么看法？

崔 ：我对工业生产的和手工制作的材料都有兴趣，

甚至有时候愿意尝试把两者结合起来，如早年的外研社用

的陶土面砖就是手工制滚道窑烧的，而山东广电的石材板

虽是机加工出来的，但我还是要求工厂用人工在上面剁出

不规则的纹理。我喜欢手工那种质朴的，自然的，有偶然

性的感觉。

郑小东：您设计了一系列遗址博物馆，没有用仿古的

建筑形式为遗址“贴标签”，而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

来体现地域建筑传统。在材料方面也尽量体现地域特色，

有很多博物馆都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五女山高句丽王

图 2-2  传统与现代

图 2-3  街角的古建筑

崔 ：大多数情况下材料在设计后期与业主沟通后才

定，也有的在施工中做多种样板比较才最后定，只有个别

项目定得比较早，使材料成为设计起点的线索之一。但我

一直比较关注外观材料对建筑表达的影响，因此也比较主

动地选择材料去与业主沟通，争取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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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遗址博物馆（图 2-6）以夹芯墙的方式手工砌筑青石外

墙（图 2-7）；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外墙是水刷豆石；泰安

大地湾遗址博物馆采用夯土饰面板。这些博物馆外表面的

构造方式差别比较大，您觉得如今应该怎样使用地方的传

统材料？像土、木、砖、瓦、石这些传统的材料和手工的

建造方式，在中国当下还有没有使用价值？怎样才能不被

淘汰？

崔 ：我一直认为保持和延续传统材料和工法是很重

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文化因子，或者说它们

也是建筑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为在许多郊野乡间它

们还是很适用的技术，我在遗址博物馆设计中选用这种传

统技术也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也希望用这种方法强

调建筑的本土性，与环境协调（图 2-8）。
郑小东：无锡鸿山遗址博物馆外墙以刷质感涂料的方

式来模仿夯土，似乎有“做假”的嫌疑，关于材料使用的

“真实性”原则您怎么看？

崔 ：鸿山遗址博物馆采用土墙的形式是表达越国墓

葬封土的意象，但是由于气候原因在无锡采用夯土很难保

证墙体的质量和寿命，所以在多种方式比较后采用了比较

简单的仿土涂料方案。这种“做假”虽然有客观原因，但

似乎的确不够完美。但有时候这种表达天然材料效果的

仿制技术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甚至有新意的做法，如赫尔佐

格和德默隆在巴塞尔设计的舒拉格美术馆就用了特殊的夯

土效果外墙，刘克成在西安设计的大唐西市也用 GRC 技

术做了仿夯土的墙板。而精于此道的“宝贵石艺”公司用

GRC 技术可以仿制许多天然或人工材料，和包括我本人

在内的许多国内外建筑师都有不少合作。我并没有那种“做

假”的感觉，只是认为这种技术是适合我的工程一种自然

的选择。当然，我认为材料的真实性很重要，但这个真实

性的含义不应该狭义地理解，否则便会自己绊自己的脚。

图 2-4  德胜尚城建筑局部

图 2-5  德胜尚城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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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高句丽遗址博物馆外墙详图图 2-8  高句丽遗址博物馆墙面

图 2-6  高句丽遗址博物馆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