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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2008年到2010年的中国建筑传媒奖和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完整记录，包括中国建筑传媒
奖获奖作品详细的图文介绍、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嘉宾发言以及相关的访谈、报道和争鸣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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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方都市报自2008年起，逢单年举办“中国建筑思想论坛”，逢双年举办“中国建筑传媒奖”。
中国建筑传媒奖是中国首个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实现公民参与、体现公民视角，以“建筑的社会意
义和人文关怀”为评奖标准的建筑奖。
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口号为“走向公民建筑”，“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各种民生问题，如居住、
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
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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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杰出成就奖：冯纪忠　　颁奖词：冯纪忠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建筑的
奠基者，也是中国城市规划专业的创始人。
虽然冯先生的著述和设计作品并不多，但他的论文《空间原理》和设计作品上海松江方塔园，却代表
中国建筑的一种新文人建筑思想和设计理念，其深邃的建筑哲学思想融入建筑教育和文化传播系统中
，对当代中国建筑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可低估。
　　简历：　　冯纪忠是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中国现代建筑奠基人，也是我国城市
规划专业以及风景园林专业的创始人，我国第一位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
　　冯纪忠1915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冯汝骙是清代翰林，历任浙江、江西两地巡
抚。
父亲毕业于政法大学，有着深厚的中文根底。
冯先生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934年冯纪忠先生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当时同班同学有贝聿铭、胡其达等，这是
他建筑生涯的起点。
1936年冯纪忠赴奥地利维也纳工科大学学习建筑专业，1941年毕业，是当时两个最优等的毕业生之一
，同时获得了就读博士期间的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
1946年历尽艰辛返回祖国。
　　回国后冯纪忠先后参加了当时南京的都市规划及解放后的上海都市规划，设计了武汉东湖客舍、
武汉医院（现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楼等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建筑，并在同济大学创办了中国
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以及风景园林专业。
　　上世纪60年代初冯纪忠提出&ldquo;建筑空间组合原理（空间原理）&rdquo;并在教学上实施。
　　上世纪70年代末期冯纪忠规划设计了松江方塔园。
1986年方塔园的何陋轩落成，标志着冯先生完成了现代建筑的全新超越，在建筑及园林领域开创了崭
新的时代。
同时他也通过上海旧区改建探索了旧城改造的新方法，继续着他在规划领域的拓展。
　　获奖感言：　　这个奖实际上是在我之前的几代同事，以及在我之后的大家的共同的荣誉。
　　我怎么理解公民建筑呢？
应该讲，所有的建筑都是公民建筑。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
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
这句话是否说得太绝对？
不！
在我工作当中，依照我的理念和我的坚持，都在自问我是否在做公民建筑。
凡是不是公民建筑的东西，我都加以批评或者不满意。
　　我们要认识这个问题，现在得这个奖，我就更加肯定了公民建筑不只是哪一类建筑，而是整体的
建筑。
在学术上、在教学上，特别是教育方面，这个理念我坚持了几十年。
在我的工作当中，像我的规划和设计工作、我的教学工作，我都是贯穿了这一个信念。
这次得奖，给我一个肯定，使我能够更加坚定地走这条路。
　　今天我获得这个奖，我觉得很惭愧，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原谅，我在很多地方做得恐怕是很不够
，但是我一直遵从着这个理念走下来的。
我相信，这样的理念，能够使得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顶尖的水平。
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原谅我。
谢谢！
　　建筑师访谈　　南都：今年您已经是94岁高龄，非常感谢您能够出席今天的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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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事建筑专业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去学建筑学的呢？
　　冯纪忠：以前，我们国家太落后了，看着真的是心酸。
我当时就想啊，学建筑就可以盖房子，就可以让更多人住上好房子，有了好房子，城市就可以更美好
，所以我就去学建筑了。
在我出国以前，我曾经看过上海的&ldquo;大光明&rdquo;，这个建筑和地形结合得非常好，里面的空
间组织得也非常好，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也坚定了我学习建筑的决心。
我当时学的课程里，不光规划课会讲到规划，连设计课程里也有规划。
所以，规划和建筑是不能分开的，这个我在那时候就知道了。
当时，旧的古典主义那种讲法，建筑是建筑，规划是规划，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南都：在您学规划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想到国内很需要这个东西？
　　冯纪忠：我们当时和欧洲不一样。
欧洲的很多城市，道路是不成问题的，虽然有的道路质量不大好，但还是能使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也有很多地方被破坏了，战后英国有了大伦敦规划，后来波兰有了华沙规划
，这是现代规划的具体的开始。
　　我回国后，对中国当时的规划非常不满意。
我们没有一个城市是经过系统的规划的，这一块国内完全要从头开始。
而中国当时的建筑界，在规划的思想上是没有根基的，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规划，大家还是觉得，
建筑只是一个单体的建筑，而不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回国后，我先后在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及上海都市规划委员会参与首都规划和上海规划。
我在上海教书时，发现学校里面没有规划专业，但我觉得中国很需要规划专业人才。
所以，1950年的时候，我和金经昌就建立了市政规划专业，这是城市规划专业的发端。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规划专业，1955年，第一届毕业生就毕业了。
　　其实在解放前，我已经在同济大学讲规划课程了，当时学校还没有建筑系，有的是土木系，其中
有一块讲建筑，我就把规划的问题给加了进去。
　　南都：后来您正式创立了规划专业。
　　冯纪忠：1955年，带第一届毕业生到兰州做一个规划，回来以后，带了邹德慈、李锡然做
了&ldquo;上海市肇家滨路成街规划设计&rdquo;。
1956年，我任建筑系主任，当时我就在北京的一个高校的会上，提出要成立城市规划专业。
这在当时是比较孤立的。
当时反对的人很多，而且会上很难形成讨论。
大家都认为，建筑就是建筑，不懂规划问题也不是很大。
所以当时就是不讨论，经过我一再坚持，教育部的人终于松口，答应同济可以试一下。
那时候试也只是我们一个学校在试，别的都不管，甚至是好多年以后别的学校才设立这样的专业。
　　当时全世界，有规划专业的大学大约四五家吧，我们是其中一个。
后来欧洲有一些大学的规划专业取消了，因为他们的城市已经建设得差不多了，而中国不一样，我们
中国太大了，我们的城市太多了，我们太需要规划了。
在我看来，规划在中国会越来越需要。
　　另外，在1958年，我们创立了城市绿化专门化方向，这是景观园林专业的发端。
中国的景观园林规划，之前也是没有基础的，开这个专业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很滑稽，现在这个专
业已经是很热门了。
　　南都：您对中国最杰出的贡献，除了创立规划专业之外，还创立了新的建筑教育理论--空间原理
，并将这一原理进行了实践。
　　冯纪忠：当时大学里教建筑，都是一个类型一个类型地教的。
比如教医院设计，就讲医院应该怎么做，而不会教别的。
当时我就在想，难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将建筑串起来吗？
难道不同类型的建筑之间就没有共性吗？
1959年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事情不多，一有时间我脑筋就停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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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思考之后，提出了&ldquo;空间原理&rdquo;。
我认为，空间是建筑设计的核心，做建筑的时候抓住这一核心，就会好很多。
因为建筑是由多个空间组成的，而空间之间是有联系的。
　　当时我是想通了，但考虑通了未必就能执行，所以我想试一试。
我从学生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以&ldquo;空间原理&rdquo;的办法来讲建筑。
这在当时得罪了很多人，最后还被批判。
事实证明，这种办法是有效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想才陆续被接受。
　　南都：想了解您的建筑思想，不管怎么样都绕不开您晚年的作品方塔园，我们来谈一下方塔园吧
。
　　冯纪忠：方塔园的核心思想就是&ldquo;与古为新&rdquo;。
&ldquo;为&rdquo;是&ldquo;成为&rdquo;，而不是&ldquo;为了&rdquo;，为了新是不对的。
它是很自然的。
其实意思也就是说，今的东西可以和古的东西一起成为新的。
　　方塔园所在的松江当时没怎么开发，这块地主向朝北，而且地形很乱，好在比较空旷。
我给这块地方做规划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才能尽可能保存这块地方的原貌，就考虑地形怎么整理
。
在这个园子里，塔是核心，塔要托着，因为托着的东西，才显得珍贵。
　　方塔园的路没走中轴，因为中轴线上有一些很老的银杏树，我想把它们保留下来。
所以，我在塔的周边开了路，这样不会破坏到树，而且从这样的路线来看塔，塔会有动的感觉。
这样，走路时候看塔，塔是会动的，因为塔是方的，正着看的时候是1︰1，但斜着看对角线，比例就
不是这样的。
当然，这是需要留心的，不留心是看不出这样的变化的，这就是&ldquo;静中寓动&rdquo;。
　　此外，我把园子分为3个空间，草皮空间、水面空间和广场。
这3个空间是一体的，互相之间是有联系的。
虽然塔及周边的空间和别的空间之间有墙体，但也只是隔一下，并没有切断。
空间是自由流动的。
此外，塔是秀丽的，这样的味道还是要保留的。
为了不破坏这样的秀丽，又为了能挡住一角比较难看的公房，我们堆了一些土，在土堆到一半的时候
，做堑道，做好了以后呢，再把另一半堆上，然后再在上面种上树，这样很自然，也很节省。
　　后来，我还给方塔园做过一个博物馆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被否决了，否决的理由是，我做的这个
方案没有民族形式。
我想，民族形式不应该是这样理解的，是不是民族的，不能只看形式，而要看有没有民族的味道。
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这点&ldquo;形式&rdquo;上的东西。
　　南都：我们再来看看当下。
您认为建筑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您怎么看当下的中国建筑现实呢？
　　冯纪忠：建筑师最珍贵的品质应该是要说真话。
当然这很难，现在能守住本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此外，建筑师应该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要关心&ldquo;公民的需要&rdquo;。
　　中国的建筑现实，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现在每个城市都有很大的广场，很大的办公楼。
不少广场很少有人使用，这是很大的浪费。
这样的设计就不是公民建筑，因为没有考虑到普通老百姓的使用。
我们应该进行批评。
　　很多政府的办公大楼也不是公民建筑。
现在中国政府的办公大楼基本都差不多，都盖得很高，很大，而且门前都有很长很高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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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梯，看着就让人紧张，看着就累，看着就让人害怕。
其实，越是这样的建筑，就越应该是平着的。
　　现在旧城改造很多地方都在做。
旧城改造应该怎么改？
我想原来的居民应该尽可能保留，旧城改造是要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改变他们的居住状况，改变他
们的环境，而不是把人全部赶走，直接铲平，完全重新来过。
这样会破坏城市的文脉。
等有一天，大家意识到这样做不对的时候，想恢复就很困难了。
即使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恢复了，也只是假古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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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权威奖项--中国建筑传媒奖是中国首个侧重建筑的社会评价、实现公民参与、体现公民视角，
以&ldquo;建筑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rdquo;为评奖标准的建筑奖，是中国首个将两岸三地的建筑全
面纳入评奖范围，评委对参赛作品实地考察后再评选的建筑奖。
该奖项在两岸三地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也被建筑界誉为当下中国最具社会意义的建筑奖项。
　　2、理性观点--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与中国建筑传媒奖隔年分别举办，本书记录了所有入选中国建筑
传媒奖和中国建筑思想论坛优秀作品和言论，囊括了业内最具创造力和公民意识的建筑师、建筑团队
和学者，他们的作品和观点一反当今流行的官方宏大叙事，转而关注个体和弱势群体，这正是狂热的
国家主义流行之时所急需的理性声音。
　　3、图文并茂--所有作品都附有图片和文字说明，资料翔实，内文和封面均由陆智昌设计，厚重大
气，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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