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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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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强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 ２２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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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議想当城市研究者的社会学学生是不是鍵筑学学生 。８？Ｊ
麵 ，嫩纖鹽郎。

长得有点高 ， 看得一般远 ， 困惑比较多 ； 喜欢小孩和猫 ，

喜欢杂乱丰富的空審５、 擊

＇

ｙｆｉ

间和满＿的愉悦 。【 ＼

胡曦阳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 ２３ 班 。遍 ■ｆ
＊

Ｉ

处于强迫症晚期的颜值爱好者 ，

幻想着哪天也能当
－

回建筑评论的二道贩子。 ３Ｂ國！ＳＳ 、 ５ｆｃＷａｒｎＩＩ
．咽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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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光辉城 市

我们组
一直对建筑学科的外延 ，

即其中
“

非建筑
”

的部分很感兴趣 ， 同时也都想尝试
一下研究性多于设计性的设计课程

——

这是我们在之前两年多

的设计课中没有接触过的 ，

所以这个题目 的研究性和社会性是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 第
一

节课的
一

个脑洞让我们从历史视角切入 （ 这也是社会学常用的研

究方法 ）
， 然后奇迹般地从开始的磕磕纟半绊地走到了最后 。

勒
？

柯布西耶在将近
一百年前提出 的

“

光辉城市
”

理念 ，

在西方世界被证明无法可持续地实施 （
１ ９７ ２ 年 Ｐ 「ｕ

ｉ

ｔ ｔ
－

ｌ ｇ ｏ ｅ 社区 的炸毁为这
一

理念执

行了死刑 ）
， 但百年之后却在万里之遥的中国落地生根并野蛮生长 。 放眼现在的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城市 ， 旧城居住区千百年来积淀出的细腻而有机的肌

理正在或已经被巨构的塔楼和空旷的场地侵蚀殆尽 。 现代主义的高层住区带来了阳光和新鲜空气 ， 但随之而来的是
“

人
”

的缺席
——

超人尺度和机械的

重复扼杀了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与居住形态的多样性 ， 住区的设计变成了关于金钱和效率的数学题 。

为了对现在大多数人所使用但却熟视无睹的居住形式进行尖锐的批判 ， 我们试图在十万平米的场地上借鉴现成品艺术的
“

戏仿
”

手法 ， 在光辉城市

原型的基础上用
“
一

个动作
”

将其彻底打破 ， 以期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住宅带来真正能被居民所感知和使用的多样性 、 公共空间和社会互动 。

经过许多节课的探索和脑洞大开 ， 我们最终确立了用连续的坡道贯穿原来的十字塔楼结构的手法 。 坡道在楼间自 由穿梭 ，

穿过的开间就变成绿化的

露台 ，

这样若干条立体的绿道贯穿在整个住医之中 ， 从超人尺度的空间结构中
“

掰碎
”

出一个个多样且近人尺度的社交空间 。 与此同时 ， 我们认为原来

光辉城市设想中对楼间空地巴洛克园林式的处理不过是设计师对自然的
“

意淫
”

， 所以我们决定在楼间空地营造
一层真正有 山有水 、 植物自然生长的环

境供居民真正地亲近自然 ，

然后在
“

自然层
”

之下布置社区中心 、
停车场等大型社区公共空 间 。 这样虽然在外观上基本保留了光辉城市十字塔楼的结构 ，

但对居住单元间联系 、 多样小尺度社交空间和居民与自然亲近关系 的追求却完全突破了原来方案的立意 。 总之 ， 这是
一个解构多于建构 ， 驳论多于立论

的方案 。

城市意象及十字塔变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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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模型

设计过程中有重要的突破点或转折点 吗？ 请描述
一

下前后过程。

突破点在于在设计的过程当 中 ，

找到
一

种建筑化的形式语言来实现和表达我们对
“

光辉城市
”

的反思 。 在初始阶段 ， 我们
一

直关注的是
“

光辉城市
”

背后的思想和柯布在其中所落实的城市形式 ， 在其原型的基础之上我们去反思 、 去寻求改变 、 去探索
一

种新的生命力 。 而这种反思更多的是
一

种基于建

筑思想的哲学探讨
， 而并非直接是对建筑手法的落实 。 当时我们

一直找不到
一

种合适的手法 ， 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并实现对
“

光辉城市
”

的重构 。

这次设计课对你产生了什幺影响和改变 ？

建筑认识方面的最大体会就是
——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做 。 之前只看到大师们的作品 ， 却对背后支撑的思想关注不够 。 在这次课程中 ， 老师的

一

言

一句都切实敲打着你 ， 拍碎了你平日 的习惯 ， 大力地将你拖向建筑的另一种可能性里去 。 当你真 的走进去时 ，

发现的不仅仅是建筑在
“

新世界
”

里的大

放异彩 ， 同时也会意识到挑战——自己能否适应这个世界？ 能否撕碎那个旧世界里的躯壳 、 解放 内心？

通过 与导师们的接触
，

对建筑师这个职业有什么新认识？

一

位优秀的建筑师
一

定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前瞻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 。 建筑学 ， 从广义上来讲 ， 就可以看做是
一

门社会科学 。 而建筑师 ， 则

把自 己对社会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期冀揉入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当中 ， 狡猾地实现对于城市的构想和对现实的柢抗 。

有什幺想吐槽或者点赞的 ？

这次课程是一场难得的盛宴 ， 可点的赞真是数也数不清 。
但还是忍不住吐槽一点 ， 那就是——大家似乎要么喜欢站在上帝视角来指点世界

，

要么喜

欢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评判他人 ， 常常会听到类似于
“

哎呀这
一

看就是那谁谁谁做的
”

或是
“

这
一

看就是那谁谁谁带的学生
”

这种话 ， 听了让人难受 。 不

希望总是听到这种空洞无意义的话 ，

希望能有更多的真诚聆听 、 用心分析和实在评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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