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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师王澍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王澍，向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发一声呐喊

一座旧砖瓦构筑的山

2000 年我在《Wallpaper》
杂志上看到苏州大学文正学
院图书馆的照片，开始我以
为是外国建筑家设计的，定神
一看才知道是王澍，那是我第
一次记住了他的设计。王澍
完成的第一个主要作品就已
经非常具有国际语言，从那
个时候他就注意到建筑和山
水的关系，这或许是中国传
统园林思想对他的影响。

王澍是地地道道本土出
身和在中国受教育和实践的
建筑家，他的作品都完成在
中国。他的建筑设计项目
并不多，但是主要作品的规
模却很大，那就是杭州的中
国 美 术 学 院 的 象 山 校 园。
这是他从上海同济大学博
士课程毕业之后的大规模
建筑设计实践，是两位艺术
男士的相逢：上任不久的中
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委托
建筑学院教师王澍设计了
象山校园的一期工程，这个
有着十栋一组的建筑群，为
王澍十年以来的思考和研
究提供了一次综合性的实
践机会。象山校园的第二
期也随后竣工，这无疑奠定
了王澍在中国建筑界的先
锋性地位。

这次获奖的作品是宁
波博物馆，这是王澍的设计
风格和思想的集大成作，也
是一位建筑家用自己的作
品向那些急功近利的城市
建设发出的一声呐喊。怎
样才能让社会注意到正义
的存在？王澍把博物馆设
计成一座山，这是一座由收
来的旧砖瓦和混凝土构筑
的一座人工的山。

中国和世界在建
筑价值观上的距离

2009 年，为挑选王澍的
作品参加由我策划的在布鲁
塞尔展出的“心造——中国
当代建筑的前沿”展，我去象
山校园考察，他确实给我带
来了震撼。我知道王澍的设
计在建筑界内外有很多争
议，于是我在现场给一位我
熟悉的建筑家打电话，我说，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设计，但
是希望你来现场看看再说。
我的直接感受是：现在许多
人都千里迢迢去看柯布西耶
和其他建筑巨匠的作品，但
是总有一天人们会千里迢迢
来到象山校园参观和学习王
澍的作品。对于那些在这些
建筑中学习的学生来说，是
幸福的，因为这些建筑是激
发学生们创造力最好的教科
书和场所。

王澍的设计没有风格，
也不追随流行，他注重建筑
和环境、和传统技艺、和自
然、和人文的关系，正如普利
兹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
席汤姆士·普利兹克先生 2
月 28 日在北京时所说的：
普利兹克奖的评选标准
并不是声望，而是
寻找建筑界
一 种 卓
越的品
质 。
去 年
评 委
来 中
国看到
王澍的
作 品 后
印 象 非
常 深 刻 ！

他的作品体现了这种卓越的
品质。

很遗憾，我们自己的评
论人、专家以及建筑师，没有
一个人给予王澍的作品以这
样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和世
界在建筑价值观上的距离。

“希望有生之年能
看到废除使用混凝土”

中国建筑界盼望中国人
获得普利兹克奖是一直以来
的梦想，当这种荣誉真的到
来时又有些茫然。显然王澍
的获奖有着一个大的时代背
景，这就是我 2011 年在策划
的 “向东方——中国建筑
景观”展在罗马展出的前言
中所说的：“全球化给我们的
生活所带来
的负面影
响也是
现

实，有责任和道德感的中国
建筑师们在思考，如何通过
使用回收的、或创造再生性
建筑材料，来解决建筑大量
消耗和占有自然资源的问
题，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或许
是对位于世界建筑转折点的
中国建筑界的一种提醒。”这
个展览反映了中国新一代的
建筑师的建筑实践是和中国
崛起的步伐同步的，这些项
目就反映了他们个人和建
筑、建筑和国家同步的历程，
而王澍是其中的佼佼者，这
个奖会激励更多的中国建筑
师和城市规划者，深入地考
虑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如何持
续性的发展。而中国几千年
的文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只是

进入近代工业文
明时代之后，

生 活 和 自
然 环 境

才

发生突变，所以王澍所说的：
“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废
除使用混凝土”这句话，代表
了中国建筑家彻底回归中国
传统生活方式的决心，从而
认识到“建筑应该是一个生
命体系”（王澍语）。

中国的问题就是
世界的问题

普利兹克评委会在一份
补充声明中说：“中国建筑师
获奖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代
表着评委会成员们认可中国
建筑师将推动世界建筑思潮
的发展。同时，未来中国城
市化的成功对中国及世界而
言都将是意义重大。在面临
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中
国既要保持悠久而独特的文
化传统，又应关注城市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

为 什 么 要 做 补 充 说
明？这说明中国的问题就
是世界的问题，是世界面临

前所未有的机遇，也
是世界面临前
所 未 有 的 危
机。中国的
崛起和巨大
的 资 本 流
动，已经是
不可阻挡
的现实和
潮 流 ，在

这 个 潮 流
中，世界已
经 认 识 到
中国建筑
师将推动
世 界 建
筑思潮的
发展，所以
他 们 的 思

想和道德取向，在很大程度
上左右着未来世界建筑的
风格和品位。

中国的城市化的成功与
否，将大大影响世界城市的
发展，世界的建筑精英们刚
刚从纯建筑的梦想中醒来，
他们不得不面对远东这块世
界建筑发展的震源地所发生
的一切，看看有什么方法可
以对近乎疯狂的进度有所制
约。于是，普利兹克评委会
的视线注意到王澍在建筑上
的实践，提出的有关现在和
过去的适当关系问题，正好
和他们的想法吻合。

普利兹克指出，中国最近
的城市化过程引起争议——
建筑是应当以传统为基础还
是应当展望未来。就像任何
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设计
超越了那场争论，产生没有时
间限制、深深植根于自身环境
又具有普遍性的建筑。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
说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
界的，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这是中国的视点，而西方的
视点是，当你具有普遍性的
时候你才具有世界性的意
义。比如新浪潮的巨匠戈
达尔在评价日本导演北野
武的时候说，他拍摄的不是
日本的电影，而是具有普遍
性的电影。那么普利兹克
先生所说的：“这是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一步，评委会决
定将奖项授予一名中国建
筑师，这标志着中国在建筑
理想发展方面将要发挥的作
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所谓
世界性的建筑就是需要具有
普遍性的价值。

□方振宁（建筑评论家
和国际策展人）

2月27日夜，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荣获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在普利兹克建
筑奖官方网上一经公布就迅速传遍世界，这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受世人瞩目，因为这是本土的中国建筑家首次获
得这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很多中国网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以为是黑客高手篡改了普利兹克建筑奖官网的页
面——因为这消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些太突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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