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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5·12”汶川大地震这几个字已经成为许多人心中的一道难以忘却的伤疤，一份不愿去触及但又
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伤痛。
地震灾害总是以其强大的破坏力和难以预测的瞬时爆发性带给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沉重而致命的打击
。
　　在人类的历史中，这样的惨剧频频发生，人们似乎总是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看着生命在瞬间被
掩埋，家园刹那间化为废墟。
而更令人痛惜和困惑的是，文明的进步为我们创造了舒适的人工环境，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由现代技
术所织就的建筑与都市中。
可在自然灾难的面前，我们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现代建筑与城市家园依然脆弱得不堪一击。
面对地震爆发后的满目疮痍，我们在悲痛中竟体味到了一种与祖辈、先人、乃至那些仍处于蒙昧之中
的原始人类共通的悲怆无助，现代文明在此刻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尊贵，与被它所取代的所有历史一
起，落回到了人类与自然从不曾真正改变过的简单朴素关系中。
这个事实也许很让人沮丧，我们是否永远无法战胜自然？
无法战胜灾难？
　　如果人们在灾难面前仍不得已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是时候回过头审视一下人类自身了；是
时候暂时停下大举建设的不倦脚步，冷静一下了；是时候暂时放下被科技和经济充斥得几乎毫无罅隙
的现代文明的尊贵，面对灾难，用理性和创意、思考未来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悲剧所带来的契机中，我们作为一群关注灾难，关注重建，更关注如何以一种理性
敏锐的眼光，建立起可持续的，具有长久指导意义和实际操作性的策略与方法的普通建筑师和建筑学
人，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不仅仅为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提供一些适用的参考和帮助，更努力以
一种理性的建筑与城市语言，为今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面临灾害的应对力提出独立而创新的
思考。
这也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所在。
　　基于这样的背景和想法，我们在地震爆发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现场调研活动，搜集资料，积极思考
，并奔赴灾区，通过近距离地接触和体验，深切感受到灾后重建的迫切性、长期性以及理性反思的重
要性。
为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设计构思，以专业化，理性化的方式
引导思考，表达思考。
这样的思考形成了本书的雏形。
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研究、思考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愈加发觉值得去钻研的东西实在太多，而我们
的能力又十分有限和浅薄。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以更多的专业内容，更丰富的思考方式以及更深层的理性逻辑来实现我们的努力
。
　　从反思出发，人类在长期的建造建筑与城市的活动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正确吗？
我们对自然的理解足够吗？
为什么自然灾难总能如此轻而易举地颠覆我们的家园，而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思考的，难
道不是如何让这个未来的新家园，变得更加适应环境，适应自然，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存在于自然界中
，以获得更具可持续性的生命力吗？
这是一个需要在重建工作开展伊始就放在心上并进行深思熟虑的首要问题，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性
意义。
　　在进行了首要的反思以及对重建工作的基础性认识之后，下一步即是回归现实，针对实际问题提
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策略性思考。
这里我们引入了对灾区自然环境因子以及生态基础设施生命线的研究，从系统角度对灾区状况进行把
握和总结，从而帮助提出具有整体性、控制性的总体策略和方向，为重建工作的有效开展铺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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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由大至小，由整入零地探索建筑结构与抗震避震，灾后住宅的重建以及与重建相关的灾后废弃物
处理、纪念建筑物筑造等细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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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5·12”汶川地震已经成为过去的2008年中国人最刻骨铭心的事件之一。
震后，人们在以可敬的勇气和令人钦佩的速度开始了对灾区的重建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人、建筑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反思。
本书从建筑废墟的整理、受灾城市的重建、紧急防护的构思、建筑材料的选取到灾后纪念建筑的营建
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辅以大量的示意图、效果图和实景照片加以说明。
    本书适用于建筑学、城市规划以及结构设计专业的从业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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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灾后反思人类城市与建筑的建造活动——妙造自然、营造和谐、自然之友、人类智慧人
类是自然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征服自然的欲望并不断膨胀。
灾难的来临让我们静下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面对灾难，使人类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在广阔的自然界面前，我们应当永远保持谦虚，心怀尊敬。
在地球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上，人类与自然，如其他所有物种一样，从来就不应该是奴役与被奴役、
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相反，如今我们更应学会以一种和谐友好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共同发展。
　　追求与宇宙和谐统一的意象早已表现在古人对哲学的追求上。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方法论。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有其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发展观、朴素的“可持续”的发展意识以及尊重历史传
统的思想，其实质是拓扑的生态观念。
我们在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大大提高了发展速度，但同时在产品的多样性和合理性方面我们未必是进
步的。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其实更需要向传统向自然学习。
　　第一节　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建筑对自然条件的适应1.在环境中生长的建筑　　从各地
山地民居建筑的生态特征出发，可以得出其所遵循的生态原则。
不管是“口”字形收敛性空间——“房包院”的东北大院、西北坑院、北京四合院、皖南天井、福建
客家土楼、云南“一颗印”；还是“回”字形发散性空间——“院包房”的蒙族毡帐、壮族麻栏、侗
族木栏、傣族竹楼、藏族碉房及重庆地区的吊脚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生态指导原则：顺应环境、调节
水文、谨慎动土。
不同的山地生态系统还有不同的特性，如黄土高原上的生态系统与四川山地生态系统各方面的生态要
素的不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山地居住模式——北方厚重的“窑洞”和南方通透轻盈的“干栏式”
、“吊脚楼”。
　　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非它的对手或主人。
自然不受时间限制，它灵活富于变化。
我们置身自然之中，设计也应当符合自然的要求，并尽力成为自然的有机部分。
设计师的职责就是寻求并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
2.随季节变化的建筑2002年普利策奖获得者格伦·莫卡特（Glenn　Murcutt）主张建筑应该像人们穿衣
一样随着气候的变化逐层增减以满足气候环境的变化。
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是莫卡特一生的追求。
他认为人们居住在大自然社区中，良好的生活环境，自然风光以及其他环境，帮助人们解决问题，获
得心灵生理的慰藉，促进心灵的发展。
　　莫卡特在澳洲悉尼郊外的一个住宅设计中采用中间凹下的屋顶（图1-1），利于雨水收集的同时使
两边的房间获得良好的采光和景观。
金属屋面在下雨的时候让室内的人能够感受到雨水落到屋顶并回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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