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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文字与此时此地当代中国建筑专业和行业的语境密切相关。相关的文字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而写
，即使其中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和西方建筑师、建筑或建筑相关问题的评论，也都有对当代中国的特定
时空中中国建筑一些侧面的特别针对性。本书分为三篇：“取下标签的建筑”中聚焦于当前对于建筑
和建筑理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扎根”则关注当代中国建筑师，尤其是前沿建筑师，如何在当代
中国社会条件的土壤中生存并推动建筑作为学科的发展，以及这种土壤给建筑师探索的推动力和局限
性，与近年来这种社会条件土壤的变化导致新一代前沿建筑师的实践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回过
头来的阅读”关注的是古今中外建筑历史上的特定案例，选择标准仍然在于有助于理解当代时空下的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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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涤宇，山东沂南人，1972年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2012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工学博士学位
。1998年起以“南萧亭”的笔名参与网络建筑讨论至今，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现任同济大学建筑
城规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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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建筑设计的一些看法、短文章集。讲的不是很深刻，整体主题不是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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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的文字见证了我十余年来建筑写作所关注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与此时此地当代中国建筑专
业和行业的语境密切相关。相关的文字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而写，即使其中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和西方建
筑师、建筑或建筑相关问题的评论，也都有对当代中国的特定时空中中国建筑一些侧面的特别针对性
。一些以前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字，如《呼唤实验建筑师》作于1998 年，因为“实验建筑师”一词的
广泛流行始于第二年的一次青年建筑师展览，在当时文中的观点不可谓没有针对性，但由于在今天的
语境下已经不再重要，所以没有选入。本书分为三篇。“取下标签的建筑”中收录的8 篇文章，聚焦
于当前对于建筑和建筑理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明确建筑的内在贫乏来源于认识上的枷锁，而这
种认识上的枷锁与用简单化的标签来代替对建筑的真实体验的习惯有关。只有建筑思路的扩展才能走
出手法的堆砌。建筑的理论是为你打开一扇门，或者破除一道枷锁的，让理论束缚自己的手脚是一种
不可取的学习方式，而一些重要的关键词，如本土化，也可以试图从开放的、具体的、非排他的思路
上去重新理解。“扎根”则关注当代中国建筑师，尤其是前沿建筑师，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的土
壤中生存并推动建筑作为学科的发展，以及这种土壤给建筑师探索的推动力和局限性，与近年来这种
社会条件土壤的变化导致新一代前沿建筑师的实践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部分还会从社会的视
角对当代中国特定建筑现象进行诠释。“回过头来的阅读”关注的是古今中外建筑历史上的特定案例
，但仅仅收录了本人建筑写作中关于建筑历史的一小部分文字。选择标准仍然在于有助于理解当代时
空下的相关问题。书中最早的文字是写于1998 年的《果树与筐》，整合进2004年所写《走出手法》第6
节中。有趣的是，最近写的文字《向西方不学什么？》对于“绢花”和“养花”的提法与之遥相呼应
。可见这十多年的建筑写作关注的内容延续性还是很明确的。与其编一个包容世界上所有伟大建筑的
筐，我更倾向于培育一棵能够结出自己建筑果实的果树；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也不在于制作可以乱真的
绢花，而是在我们特定的土壤中培养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花朵。因此，建筑探索如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
土壤中扎根便成了非常重要的话题。最终选择以“扎根”命名此书就出于这种考虑，而这同时也是收
录于本书第2 篇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收录的各段文字最早的署名有的使用我的本名，有的使用网名
南萧亭，收录进本书的则统一采用本名。各段的文体有所差别。有随笔，有杂文，有对话，也有脱胎
于学术论文的文字。有的只是千字左右的杂感，有的篇幅相对较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慷慨激昂的少
年意气也渐被中年的平和充盈所取代。但文字间依然贯穿着思路的连续性和问题的相互呼应。我很希
望有一天，本书中所针对的大部分问题和现象都不复存在，未来从图书馆一个僻静的角落找到它的同
行惊诧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曾经连这些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我相信这一天会存在。如果本书因此而速
朽，反而令人欣慰。在这一点，我与《野草》自序中鲁迅先生的期望相同。
2、建筑评论一直是建筑领域推动建筑学术发展的重要部分，最近，金秋野、唐克扬、刘涤宇、冯路
和青锋这五位建筑评论学者的论著《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集体出版，从最初寻找适合的写作者到
完全出版耗时两年之久，而出版量仅为4000册的现实也证明了此次活动依然是一次学术界事件。为了
更好地传播他们在当下为建筑评论所作出的努力以及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建筑，江苏人民出版社天津分
社（凤凰空间）组织了一次面向大众的书籍推介会。在该次沙龙活动中，作为丛书的组织和策划者，
王博表达了在宏大社会视野中寻觅深刻而细腻的文本的愿望，而这五本书无疑符合。在北京建筑工程
学院的支持下，作者名单最终成就为五位写作者的作品。“我们希望作者有成熟的批评，所以我们选
择的作者均为建筑界专业人士，拥有国际视野，兼具本土视角。”五位建筑评论者中有从事纯学术研
究的大学教授，也有兼有建筑师身份的实践参与者，但他们同时都有一个特点，对于建筑现象的文字
表达的专注和诚意。理论为何而为？“建筑师在实践中是一定会有所思考的，而这类思考常常是一种
孤独的状态，而在思考之外与他者的交流方式之一就是读书。通过阅读的方式，建筑师与建筑评论者
之间有可能形成深度对话的关系。当写作者超出阅读者的思想时，就如同遇到了高段位的棋手一样使
自己受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李兴钢先生从建筑实践角度为建筑评论的意义找到注解。对于一
个快速碎片化而悲剧般地被认为不会再有新意的群氓时代，理论常常被以功利主义眼光看待，有用与
无用成为一种评价行为意义的准绳。“理论无用论”是一种反智主义的激进还是精英不屑于普及“为
学术而学术”的傲慢？经过两年完成的、承载着数人十年文本历程的书籍，推介会中近一半时间转向
探讨“理论为何而为”的问题，本身亦成为值得观察的现象。在新媒体时代到来后，表达个人意见的
社会成本变得微乎其微，专业人士常常面临如何与大众沟通的尴尬问题，尤其是在一个大众文化发展
迅速却急需建构多元核心价值的现代社会中，新媒体社会的边界似乎在政治压力下指向了一种群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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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嘲弄的消费景况。是否能够被消费成为评判事物的一种评价标准，而这种标准的承载者——大众
正在乐此不疲地实现着它的消费目的。以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是否意味着自我牺牲？抑或等待社会公
众文化的集体成长？建筑评论应该由哪些人做出或以哪些方式实现？层出不穷的问题除了反衬出现实
的苍白，也展现了五位建筑评论者的工作可谓杯水车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讲师青锋是五位建筑评
论者之一，“不存在精英建筑师，也不存在所谓的大众，存在的只是个人的观点，我们对自我这个词
回避得太久，不自觉地会倾向于主流或大师的意见，”在青锋博士看来，中国人的近代历史在某种程
度上撕毁了人们取得自我信任的尊严感和自我认同的自觉意识，“其实建筑好不好完全在观者自己，
我鼓励大多数人都作出对建筑的解释。建筑是一本书，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世间有更多的
解释，才会对建筑产生丰富多彩的影响。”青锋借自己在论文中不能写出“我”这一字眼，以微妙的
心理波动轻轻嘲弄以中立立场著称的论文写作与以平常心欣赏建筑之间的不同，他似乎在告诉每一位
接近建筑的人，建筑并非春风中的尤物，但你有理由从自我开始去解释你为何被建筑震撼的原因。青
锋试图向大众解释何为“放下身段不等于混为一谈”，显然，任何欣赏或评论的行为都应有其基本的
立场和眼光以及让人接受这些文化讯息的相应外在形式。出身哈佛，语速过快的建筑学者唐克扬，将
对&quot;问题&quot;的寻求看做是建筑评论从学院走向日常的动力，这一过程的细节值得讨论。“建
筑写作是建筑设计的说明书吗？建筑批评只是‘批评’建筑吗？建筑理论可以，或者有必要教给人们
具体的设计方法吗？综合了立场、知识和问题的‘智识’（intellect）是建筑写作的要义。它的目的不
在于终结问题而在于打开新的问题。围绕着中国建筑的现实的讨论不尽然是轻快的，因为我们面对的
，是难以纯净的、‘杂声’的物质现实，无法用任一种既有的理论囊括——正是这样的前提，改变了
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对我们的意义。它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
外’中寻找变化在每一情境中的必然，”唐克扬这样解释，“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
史前提，不管听众是如何急性子，小故事还非得要从头说起。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
的思路，意味着既取材于实景，本身也兴趣盎然的写作，这样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
学实践的重要性。”后现代语境下的尝试知识分子作为个体被看待，而不是作为群体经历频繁社会运
动的批判的时光并不久远，而同时经历私人化的时代解读则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独特遭遇。
“当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代建筑史很难以宏大主题的方式被建构出来。这并不仅仅因为当代有巨
大和快速变化的信息量，同时也因为个体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像早已提出的‘历史已经终结’
的史学观那样。建筑评论能提供的作用，更多是让人们通过个体化写作作为观察当代历史的一个窗口
，如果一个写作者一直在关心当下，人们可以通过他十年的写作生涯看到建筑学本身涌现的诸多话题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当代史是由无数个人史构成的。”冯路是五位建筑评论者中关注实践较多的一
位，他的建筑实践与写作总是交替进行，并试图将自己放逐于历史中成为样本的一种。更为机敏的是
刚刚获得中国建筑传媒奖建筑评论奖提名的金秋野先生，他也是此次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建筑理路
、思维方法、评判问题的标准等形成的思想风向融汇于这一时代，但客观地说，中国当今的建筑实践
尚不足以形成理论，所以建筑评论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建筑纵有一日会倒塌，建筑评论就要被人评
判了，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这就是这个时代重要的事情。”梳理清晰时代的脉搏与强音需要
天赋、洞察力和时间。假如没有把握，你是否还要做这件事？“任何时代中生活的人看到的都是一片
嘈杂，建筑评论就像一块块石头一样在万顷荒芜中坠一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要大家一起努力。”
对于这样的现实处境，五人之中的同济大学博士刘涤宇先生提供了一种思路：“建筑理论上的交流需
要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作为基础。然而在当下，建立建筑学整个学科所公认的既有充分包容性，又细腻
到能够基于此讨论学科内各种具体问题的共识平台已经非常困难。这就像《圣经》中建造巴别塔的故
事一样，在无法建立一种普遍共识性的交流话语的前提下，巴别塔的建立是没有可能性的。”因此，
“在今天，建筑学界可能必须要接受一个个小的、可以基于其上精密讨论特定问题的平台相互独立，
而学科本身的共识平台已经支离破碎的现实。至于解决策略，不妨借用列维·施特劳斯阐述原始思维
基本特征的‘修补匠’的观点来解释。交流是否可以像列维所举的法国传统‘修补匠’的例子一样，
用一些因地制宜的技巧，并利用建筑学作为学科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一些碎片成果作为材料，在不同的
、相互独立的小平台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也是为了今天要讨论的一些特定问题而存在的。这样就
有可能可以超越单一平台上讨论、共识，成为回应今天建筑学科相关问题和状态的一种可能性”。当
人们询问那些严肃、深刻的建筑评论有什么用的时候，我们势必面对着另一个问题，那些非阳春白雪
的彼之一面是什么？公众社会承载阳春白雪的能力尚显稚嫩。冯路称，中国建筑评论的有效语境还没
有形成，当下之急首先在于积极建构讨论语境。专业的建筑评论的重要价值不仅仅是向大众传播建筑

Page 7



《扎根》

文化，还在于促进建筑师和建筑实践的自我反思。阳春白雪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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