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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中国是老板说了算文化，日本是公事公办文化～中国谈生意，一开始老板一定会亲自出面，先于
老板喝酒搏感情，再开始谈案子。因为要不与他们先建立互信关系，一切便无法进行。
2、挺好的，隈研吾不愧是我的男神~轻松易读
3、好书的意义在于对已有认知的共鸣和刷新 “死亡”和“批判”是建筑继续发展的两个前提 无论前
人多么伟大 也不能彻底走上他们的道路
4、第一次看繁体字版的书，在三里屯pageone 购买的，明显感觉排版编辑好了许多，他说中国的企业
家不关注他的作品风格，只关注品牌效应，再大的企业也都是老板一个 人定夺方案，从一个日本建筑
设计师的角度去看世界经济的变迁与建筑业的关系，以及世界各地文化习俗对于建筑业功能性的影响
，对自己的标志性设计的简述，家庭的影响和一些事业上的感悟、有一种明显的日本匠人的做派⋯
5、读了半本，就想打五星，批判得很真实，文字风格不失亲和力
6、看了一些 他说建筑师一直在简报 而简报必须耍帅 就是必须很确信地跟客户传达，不能直率地说出
自己的烦恼和担心的点。这本书很直率写了他的烦恼和不确定性，真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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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看的是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本：《奔跑吧！建筑师》。薄薄两百多页的平装书，定价59.8；翻译糟
糕，偶尔语序不通；装订垃圾，我那么温柔的人在翻阅的过程中都把书弄半残了。有关隈研吾早期项
目的章节内容并不新鲜，看过他以前著作的没必要入手。这本书还是很好玩的，槽点很多，尤其是关
于中国。应该是隈研吾著作中最平易近人的一本吧。简单做了点书摘：所谓“声名在外”，指的是那
些风格鲜明的建筑师，跟艺人的判断标准相似。风格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还包括出身的独特，例如“
曾是拳击选手”这一点就是让风格更鲜明的一大要素（拿安藤忠雄调侃）。以前建筑师确定地位的过
程先从设计住宅开始⋯⋯随后是小型美术馆，接下来是稍微规模大一点的文化设施⋯⋯这种被规定好
的过程，也可以用跑马的一生来比喻，跑马参完地方、中央的比赛后，逐步拿到世界比赛的参赛资格
，之后成为种马，可以安享晚年了。隈研吾在中国做的第一个项目是长城脚下的竹屋。当时他认为中
国净是无价值的项目，而且是二流抄袭，完全看不出文化和修养。接手这个项目是因为认识项目策划
人中的张永和。张永和对当时中国体制持批判性观望态度，纠结而有趣。隈研吾喜欢张永和的纠结劲
。当时张永和向隈研吾介绍项目：我们计划将亚洲的价值向世界展示。随后补充：因为是文化性项目
，所以不好意思设计费很便宜。所有设计费包括交通、住宿等，合计100万日元，只够团队到中国出差
一次的费用⋯张欣赞美隈研吾的设计：“用竹子很有意思”。隈研吾开玩笑：她说这话估计是计算过
竹子这种材料很便宜吧。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发许可证的条件更加严格。简而言之，在城市开发
中更追求美观。对景观设计严格检查，其实是政府延长泡沫经济生命的决策⋯采取一种微妙的控制方
法，对房地产业进行管制，使泡沫降速，又能维持泡沫。现在，政府最大的课题我觉得是寻找灵活控
制泡沫的方法。在中国，洽谈用的图纸和实际施工用的图纸不同，必须特别制作。虽说不合理但确实
如此，在中国需要一步步地像上台阶一样行事。即使按照繁琐手续来做。也会因为一句“不行”而被
驳回，因此夭折的项目不在少数。面对麻烦、屈辱，如果不微笑面对而气馁，在中国干什么都行不通
。在中国洽谈项目，首先出场的必须是老板，项目都是由与老板举杯喝酒开始的。不先和他们建立起
信任关系，项目根本无法启动⋯中国老板专喝高度白酒，互敬几杯后，必须喝醉。与此同时，对方正
在试探你能喝多少才不醉倒失态。最重要的是在必须喝醉和不能失态的微妙关系中掌握好平衡。就像
在谈恋爱时，一定要记得掌握进退火候一样。喝醉了，自己就赤裸地暴露在对方面前，真面目被对方
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对方是否喝醉赤裸地暴露自己，喝醉后是否有节操，也在被我们试探。所以，
喝酒是中国的一项比赛，而且可能是最耗体力的项目。日本的饮酒文化中，“结束庆功”之意更大。
而中国喝酒是开始工作的门槛。在这场喝酒面试中如果无法通过，就不能开展工作。没有通过时，拥
有老练社交文化的中国人会在对方还没有察觉到时，巧妙地淘汰对方。果真和谈恋爱很相似。在意大
利，我们遇到了个人危机，在建筑比赛中从没有胜出过。与胜出比赛的设计相比，也看不出哪里比我
们优秀，所以让人感觉比赛有内幕运作。听说原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就与黑社会有关联（看到这里
，我大笑三声）。德国追求的不是自由独创的设计，他们从能否满足必要的功能性角度来评判，四方
的箱型建筑被选中的概率相当高⋯二战后，战争对精神的创伤似乎至今还未痊愈。我感觉德国还弥漫
着“反省”的氛围，对建造大型建筑，德国人完全提不起精神，没有积极心态。二战后，德国的建筑
非常低调。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但是在城市开发中，基本以金融资本为主导，而驱动金融资本的主要
是犹太人，所以可说美国的建筑业基本由犹太人掌控。我所接手的工作大多数来自犹太人。据说，与
听觉文化相比，犹太人的视觉文化更强大，因为他们原本是生活在几乎没有声音的沙漠里，所以诞生
了很多画家和雕塑家，却鲜有音乐家（个人觉得是误解，犹太人的音乐很有特色）⋯我感觉犹太人对
媒体的传播力非常敏感，他们把建筑也当成媒体的一种。我们建筑师所说的国际比赛的主办人基本上
都是犹太人。无论是欧洲或者俄罗斯的项目，追寻其背后的资本源头，基本上都可以寻根到犹太人。
犹太人由于每日和金融资本这种无国界的东西打交道，所以有很强的意识去跨越国界，启用最合适的
建筑师。我发现俄罗斯人几乎不单独行动。他们每次来施工现场，都像是中学的体育队，穿着统一的
夹克衫，一群人一起。特别是俄罗斯男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中学体育队的队友。我猜想，为了维
护这种亲密队友关系，他们才喜欢喝伏特加这样的烈酒吧。俄罗斯人无限追求着建筑梦想，这种热情
可以和美国人虚构出的迪士尼乐园相匹敌。从读俄罗斯小说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战争与和平》，多
么宏大的梦想。印度人只在脑中算计，对建筑设计本身毫无敬意，跟他们合作会很费劲⋯印度人即使
在跟你讲话，也让人感觉不被放在眼里。我总想在他们面前挥手：嘿，你看得见我吗？我还不知道印
度哪里有招标比赛，不过就算到了赛场，估计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跑吧。目前阶段，我完全看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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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客户到底想要什么。中国人对建筑有敬意，所以可以毫不在乎地进行复制仿造。被盗版了，中国
人会说：恭喜，靠这个你会被认可。他们的理论是：我们觉得这个设计好，才仿造，被认可你也应该
高兴。在中国，对他人表现出敬意的前提是认为他人有很大利用价值。中国人拿走我们的创意，但至
少不会像阿拉伯人那样一味指手画脚。（这特么不是讽刺吗？）研究生时期的隈研吾给安藤忠雄写信
，被邀请参观安藤的建成项目。隈研吾认为“住吉的长屋”弥漫着反社会气息，但参观的过程中紧张
的氛围并不存在。最后隈研吾总结：客户家里墙壁上挂着的网球拍；对前途未卜的穷学生疼爱有加；
一边反抗建筑界的既成势力，一边对客户体贴入微，友好结交学生和媒体。只有像安藤先生这样从各
个角度与社会竞争，最后胜出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建筑师。也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反抗”。
安藤并没有满足于简约纯粹的混凝土建筑，而是进一步实现了建筑的彻底抽象化和精致化⋯安藤忠雄
来自主流以外，对“现在”的适应性异常灵敏。高中时代，我看过吉田健一的《欧洲的世纪末》，读
到“所谓文明就是一种优雅的领悟”时，忽然眼前一亮。我懂得了放弃之后，人生和建筑真变得有意
思了。对背负着“我的家”责任的工薪阶层来说，混乱的还贷款计划等同于人生的毁灭，他们都有这
种恐慌。一旦这种工薪阶层思想蔓延，那建筑项目最优先的考虑因素肯定会变成规避风险。“美国式
梦想”、“混凝土”、“工薪阶层”三大要素控制了20世纪的建筑，我一直抱着逃离这三大要素的心
情，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建筑。右手是能动性主体的象征。右手顺畅地描绘出的建筑图，实际上展示出
的是你想象中的世界。这种错觉是右手带来的。右手不能动弹后，我不能像以前一样素描（一次意外
，隈研吾的右手半残）。正因为右手不便，我才开始从能动、聪明、敏捷的主体变成对环境被动、迟
钝、平缓的存在，就像完成了卡夫卡的变形一样。主体与身体的分离，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身体的真
实感。我对“变形”还是挺开心的。以前我读过雕刻家吉亚科梅蒂的文章，“受伤身体变得不灵活后
，我真的很开心”，我理解他说的意思。变成一种被动的存在后，我对很多事物的感觉也变得开阔起
来。我们这代人正因为见证了全共斗的瓦解过程，才产生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想法。自我怀疑的
产生需要一定的时代条件。从这层意义上讲，现在的年轻人在企业社会框架面临解体的背景下，为了
继续生存下去已经竭尽全力，可能没有时间去自我怀疑。讽刺一点地讲，我之所以能够自我怀疑，是
因为我成长在经济高度增长期，是生活相对富裕的一代。隈研吾说他想做让人联想到死亡的建筑：“
刚刚完工时的崭新状态并不是我想追求的目标，经过一段时间后，变色的状态，濒临腐朽的样子才是
我想要的设计。”这让我想到安藤忠雄和山本耀司。他们对美的看法不乏相通之处。安藤忠雄说他想
设计成为废墟后仍然充满力量的建筑物。山本耀司说：就像人一样，布料也有自己的生命，生长并老
去。当布料被放上一两年，经历自然收缩后，才能显露出它本来的魅力。每一根线都有自己的生命，
经过几年的生长，日渐成熟。经历这样的过程，布料才能呈现它深藏不露的美丽。我认为，与中国建
筑师比较，日本建筑师对经济变化更敏感。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更多展示机会的重要原因是：
全球化视野和擅长表达。按照隈研吾的说法：拥有“媒体视角”。当然，原因还包括日本太小，泡沫
经济破裂后建筑师施展拳脚的空间有限，必需向外谋求发展。相对而言，中国建筑师走出国门的意愿
就没那么强烈了。总之，隈研吾和安藤忠雄都好能写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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