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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酷茶回顾】刘柏坚：中国创造

主讲嘉宾：刘柏坚 肆合设计

本文言论仅代表主讲嘉宾个人观点，与设计中心立场无关。

我觉得整个奇奇怪怪的建筑的发生其实是一个中国走进国际的一个过程。所

以我想要用一种中国创造的思维去看这个事情，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

尝试去清晰的鉴定何谓“奇奇怪怪”，因为这种尝试实际上是危险和困难的。

如果某人给出绝对定义，可能会让很多已走上了轨道的国际文化发展倒退、

偏移，又或者是引发另一轮更奇怪的建筑。所以我认为重点提出“奇奇怪怪”

其实是一件好事，起码我们今天有这次讨论，起码中国的设计师开始了这种

讨论和反思。

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怎么样反思过往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发展，这比

“奇奇怪怪”更加重要，因为建筑物的发生有很多因素在影响，可能是因为政

治因素、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和抗

拒，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产成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所以在这个过

程中，建筑本身是无辜的。用这个角度去看，下一步是怎么反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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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当今是一个资讯过度的发达，甚至是泛滥的世界，太

多人已经迷失。做老师的可能会更加清楚，现在同学们太容易有太多的关于

建筑的想法，很难找到好与不好的区别。这绝对是传媒技术发达的问题，我

觉得传媒对“奇奇怪怪建筑”的发生是有一定的作用。

“奇奇怪怪的建筑”这个范围很大，但是我想用几个原则去定义一下。

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中国这几十年有很多很具象的建筑，我觉得建筑本身当然是可

以诗意的，因为它是文化的工作。但是本身不应该只是以具象为核心，就是

说这个建筑不应该为了具象来建造。因为建筑本身应该是以人及其功能为

主，从整个大局来考虑，单单为了创造奇观来建造绝对是浪费。书本上很多

都不能谈得上是建筑，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building，一个是

architecture，在西方的思维这是两个概念不同的词。在中国一直是建筑，

建筑一直是盖楼房，但是在西方的思想建筑不只是盖楼房，它是创造一个空

间、创造一个环境。有些建筑可能纯粹是为了一种很简单的功能，而不是为

了其他人的生活而建造，一些建筑物并不是可以说得上建筑。世界上只有

2%的建筑物真真正正是建筑师去参与、去盖的，而98%只是建筑物，所以

是两个概念。我们说“奇奇怪怪的建筑”，可能有时候并不是一种可以影响城

市，影响人的东西，我们也不一定要要在乎它们的存在。

第二个原则，几千年来中国最辉煌的年代都没有所谓的建筑师，建造基本对

于工艺是十分尊重的。以前都是鲁班师傅盖一些建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行

业，建筑业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第三个原则，是否一个白色的盒子就永远不会列入奇奇怪怪的建筑呢？以前

纽约都是低矮的楼房，所以第一个高楼在当时就成为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建

筑”，但是现在这些建筑已经变得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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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当时也是奇怪的建筑，这是俄罗斯人用钢料、用技术、用科学的表

达，在当时是一种突破，但是今天来看也不出为奇。我们以为今天的建筑师

才是一些科幻型的建筑师，其实在六十年之前在俄罗斯已经有了，所以有时

候这些东西在历史上是不断重复着的。

在巴西的欧林克勒，当时也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可能是精心策划的最失败

的一个例子，里面住的人不舒服，因为每个楼房都盖得太像了，很容易迷

路。所以这个算不算奇怪的建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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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香港的，有些人觉得是好建筑，但是我个人认为花那么多钱盖的却是个

盒子，可能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理解这个建筑。

第四个原则，今天的中国其实不应该用单方面反西方的思维去看建筑，除非

中国能创造自己一套建筑技术。我们很难完全偏离西方，我们自己有自己

的，西方就是一定是奇奇怪怪，这个想法在逻辑上是想不通。

鸟巢包含了中国性的因素，建筑师跟中国的艺术家合作，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认同，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方案觉得已经有中国性的东西存在了。所以

这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问题——中国性跟奇奇怪怪的东西。

【87#酷茶回顾】刘柏坚:中国创造 --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 -- 传送门 http://chuansong.me/n/940239

4 of 8 17/05/2015 15:18



 

这是最近的一个博物馆竞赛，总共有1700多个参赛者，如果去它的网站，

你会觉得好像很多本建筑杂志放在一起，或者很多学生的杂作放在一起一

样。当我看这一片参赛者作品的时候，感觉建筑界真真切切地存在一个问

题，整个文化已经开始有点迷失。有些人要投进国际的怀抱，又要离开自己

本身的文化，令建筑开始变得奇奇怪怪。

 

第五个原则，如果要让中国在世界上能够发挥其文化的影响力，最少要保持

一些非常的建筑。不要说是奇怪的建筑，是非常的建筑。什么是非常的建

筑？在控制范围内的一种突破性的建筑。在日本多数是小建筑的历史，这是

尝试去突破的一种做法，但是日本的建筑不会突然间有很大的动作，都是很

多小建筑尝试不断的放大建筑的可能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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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原则，对于工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离开

西方的建筑技术的话，我们下一步可不可以在工艺上去提升呢？可以用日本

做一个例子，一丝不苟的精神才能发挥人民动力，把文化融入当代的大环

境。

另外，我们也清楚很多建筑变得奇怪是因为商业原因，想要建筑师设计特别

建筑，让传媒有一个角度去报道，达到炒作目的。这种方法在过去十年已经

发生过很多次。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文化带动商业，把整个游戏规则反过来，

那么建筑就可以尽量少的受到商业的影响。

【87#酷茶回顾】刘柏坚:中国创造 -- 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 -- 传送门 http://chuansong.me/n/940239

6 of 8 17/05/2015 15:18



第七原则，让文化带动经济、商业从文化中生长。一个是威尼斯，另一个我

觉得韩国这几年做得也非常好，用文化带动经济，文化融入建筑设计，重新

认识他们的历史、文化。

最后，消费主义手段研发的建筑，从长远看不能带动文化。存在一些建筑是

为了个人名誉、个人品牌研发某一种形态建筑，这种建筑绝对不能够带动文

化，因为那种建筑的能重复性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希望某一些建筑师能够

带动整个文化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不够的。

最后一句话，如果中国是一种精神形态的话，我们要定义的并不是奇奇怪怪

的建筑，而是具有能重复性、高工艺、包容于国际之上，以文化主导带动经

济的建筑，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创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我相信现在我

们看到一些消费主义文化下出现的奇奇怪怪的建筑自然就会消失了。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几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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