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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童明分三期在《建筑师》上刊发长文，

以《理型与理景》为题讨论王澍的写作与其建筑

实践的关联性。a虽然理型与理景这两种思考并

没有次第的时间顺序，但童观察到从象山校区二

期工程（2004—2007年）为王澍设计的一个重要

转折点。从象山一期（2001—2004年） 到二期这

两个连贯的项目中，建筑从形式、材料到概念的

侧重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童总结为从“以合

院为母题”的抽象几何的理型转化到“宋代山水

中自然与人工的弥合”的理景。b而在其理景的

思考中，建筑开始出现杂色，材料开始丰富，建

筑形态也变得不规整。而这些转变与其对自然的

关注密切相关。

阅读王澍 2007 年后的文章，从《造园和造

人》开始，“自然”一词开始频繁地被提及，而

随之引发的是论述中参照物的转变——其中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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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山水画和古代园林最为典型，中国古代

艺术师法自然的原则和做法都成为其讨论

的重点。自然这一概念对于王澍而言究竟

意味着什么？而这种对于自然的追求带入

到中国当代建筑实践和文化语境又有何启

发？本文以自然为主题来梳理王澍的理论

与近期实践。通过比对其论述中对于传统

艺术（以山水画为侧重）的分析和总结，

阐述特定概念的生成和在其建筑设计中的

转译。自然，这个被富有太多意义却又似

乎无从说起的概念，也在分析中逐渐展现

出清晰的形象。

自然是江山吗？

在 2013 年题为《建造一个与自然相

似的世界》的演讲中，王澍开门见山地提

问：什么是“江山如画”？ c通常的理

解中，“江山”泛指一个国家，或者说一

个没有具体指代对象的地域；“如画”也

成为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它具有一种普遍

认可的美学意义，而并非与一幅具体的画

作类比。王在演讲中重新拆解了这个习以

为常的形容词，用江山指代国家，进而引

申出一种宏大的景观意象和其与建筑及城

市的关系；用五代到南宋的十余幅山水图

来分析以画为媒介人对于江山概念的具象 

表达。

古人如何描绘江山是王澍分析的核

心。相较于近千年的山水画理论，王更关

注绘画技法与表现。这种抽离出绘画历史

背景、风格演变和意识形态与引申义的分

析，关注的是其画面本身，即画家所展现

的是怎样的江和山。在案例分析中，王常

常提出画面中不符合视觉逻辑的细节，比

如背景和前景（上下）“画得一样远”，又

或者同一画幅内尺度和距离的不断变化 d。

在《自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一文中，这

种违背视觉写实的绘画技法被总结为“比

真实更加真实”的梦中的视野。“这些做

法（皴法和画树法），显然是自觉到平面

与空间的区别，远与近的区别，在山内与

在山外的区别，以一种看似矛盾的逻辑把

这些经验在一张二维的纸上同时呈现，一

种既在此处又不在此处的经验。”e

对这种绘画技法的直译在王澍的作品

中是显而易见的。从瓦爿墙开始，王澍开

始使用近似于绘画皴法的笔触来展现他

的建筑表皮。无论是宁波博物馆废旧的

瓦片，还是富春山馆新制的砖料，这些

细密的颗粒形成了类似于画笔所产生的

既整体统一而又有局部参差的表达（图

1）。在操作中，砖石的堆砌虽没有固定

章法，或者说很难实现精确的调度，但通

过对物料大小和颜色的整体把控，最终的

效果也亦如画中对山石细密和疏离的明暗

处理，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山石的自然的 

肌理。

如同绘画，在皴法直译的做法中，同

样潜藏着违背视觉经验的逻辑。在宁波博

物馆中，瓦爿墙与竹片模板的混凝土墙的

做法精确地描述了这一逻辑。立面处理

上，底部通常会选择颜色浅而体量稍大的

砖块，而越往高处砖块越小，颜色越深，

对比度越高，从而形成一种细密却更清晰

可见的纹理。其中夹杂的暗红色的瓦缸片

更使得这种抽象的肌理突然具象起来，从

而达到一种违反视觉经验的精细程度，也

就是将远景拉到近处。另外，瓦爿与竹条

模板混凝土墙的衔接看似随机却也值得深

究。两种贴面的衔接对应立面上的形体转

折。而混凝土贴面在纹理上的“疏”与其

在空间上的前倾形成呼应，从而产生视觉

上模糊远近的效果（图 2）。正如五代北宋

时期的立轴一样，王澍希望把不同的位置

拉到“一样远”，让这种矛盾的绘画视觉

在建筑上重现。

这种处理并不仅限于立面。在水岸山

居中对于平行排列墙体的材质处理可以看

出类似的逻辑。沿空中廊道，将远墙做细，

而将近墙做粗，抑或在同一平面上并置两

种截然不同的密度（图 3）。这种肌理的叠

加也同样出现在富春山馆对于巨大屋面的

处理上（见图 1）。上部的“山脊”被处理

成的夹杂暗红瓦爿的细密纹理，而下部山

谷则是浅色的形状整合的石材。这种自下

而上由浅到深，对比度从近到远不断增加

的做法同样印证这种矛盾的视觉逻辑。在

富春山馆的入口庭院，碎石铺地、石块院

墙和被植被覆盖的远山，在这种操作中突

然形成了肌理上的统一。恍惚之间，树与

石似乎是同一事物（图 4）。这种均匀纹

理的做法将空间压缩至接近一个二维平面

的同时，也引申出王澍在看画时所产生的

对于自然事物的疏离感。“我无论如何回

忆不起郭熙《早春图》上画的是树还是石

头……这种内心的震惊与其说是心理性

的，不如说是纯粹物质性的，一种陌生的

物质性。”g而在此处通过整合肌理，王

图1：富春山馆屋顶与坡道f 图2：宁波博物馆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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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暗示这种树、石等价互换的物质性。

因为陌生和疏离，所以突然引人注目。

从山水画的江山中，王似乎找到了一

种可以和建筑一一对应的实践。画中的江

和山不单单是具象的，而且是需要人反复

观察和琢磨的自然事物。这种对于存在于

绘画或者江山中的直观经验却往往被忽

略，“江山如画”从而成为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一总结启发了其建筑实践，王希望建筑

亦如画中山水，是能够引起反复观看兴趣

的对象。而“看”，对应于画中山水，不

是一目了然的经验。就像其对于山水画中

矛盾的视觉逻辑的总结，引起“看”的兴

趣往往是一种陌生感，通过这种疏离而达

到进一步的关注。 王对于建筑的可看性的

意义远不止获得这种矛盾的视觉经验，正

如他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观想”i的概念，

观看与想象、回忆的联动才是其根本目的，

下文将继续讨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看”

本身同样值得深究。

自然是景观吗？

“景观”，比“江山”一词更为抽象，

在现代汉语中同样是自然事物的统称。究

其字源，“景”与“观”的字源却是“建筑”

的。“景”（  ）为形声字，本意为高照的

太阳 j；而下边的“京”则为人在高丘上

所建的住所 k，景的生成是太阳照在高台

建筑上的形象。“观”（  ）初意为大眼睛

的一种水鸟，从而引申出谛视、仔细看的

含义l。作为名词，“观”可代指特定的建筑，

如道观；亦可泛指高台建筑，暗示有景可

观的亭台楼榭 m。推究“景”和“观”的

字义，其中对于自然景色的指代弱化，而

强调观景地点。而“观”作为动词更加形

象地点出这里的景观并不单指外部的自然

世界，而是一种通过主观对象所看到的事

物。通过观看这一动作，将观看者、观看

地点和观看对象联系起来。冯纪忠在《景

观》一文中就明确地点出景观和风景强调

人与自然的互动性：“山水木石是自然之

物，是客体。主客体相互作用才形成风景 

——landscape。既然是景，当然要有人去

看了。”n

王澍的写作中非常频繁地使用“景”

与“观”，而这两个字所强调的同样是如

何建立“人和自然之间意会和唱和的关

系”。o在《隔岸问山—— 一种聚集丰富

差异性的建筑类型学》一文中，王对于

“景”“观”的叙述具有代表性。从童寯对

于园林的十二字总结入手，王提出“眼前

有景”最难理解。“景要有真情趣，就应

该是被发现和披露出来的，不是什么景致

都能叫景的。而‘眼前’二字，指这景在

漫游中经一转折停顿，突然出现，为特殊

的事物、视线、和氛围所激发。”p类比

园林的各种理论，景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色，

而是一个制造的结果。正如王在采访中谈

道：“建筑中有眼睛和没有眼睛可能是一

个很重要的标志。（如果）它能让你带上

眼睛，景就出来了。”q在王的论述中，“有”

显然比“景”重要。如何让建筑生出有景

的眼睛也是其设计中的关注点。

谈到“观”，以古代山水立轴为范本，

王进一步总结出一种特殊的观看经验。“在

外看，可称‘山外观山’，但更要紧的，

是走入画中去游，我称为‘山内观山’。……

山内观山的经验，并不只是看向山内，还

有一种是如何从山内去看山外的，这是关

乎人的存在状态。”r在其分析中，“观”

有明确的地理位置的观看对象。山外与山

内是需要区别开来的，而“山”并不是唯

一的观看对象，在山内如何向外看同样重

要。这些观法可以通过对于视线和视野的

控制实现，从而生成一种空间与视觉序列。

对应其引用的谢时辰的《仿黄鹤山樵山水

图》，进山（小尺度与平缓视线），山内观

山（局部的视野，多样的空间，繁复与反

复的细节），在山顶回望（开阔的视野和

各种形态的整合），而形而上的远意则是

这一系列经验叠加后的脑中浮现的景象

（图 5）。

在王澍的设计中，“有景”与“观

法”的操作非常丰富。其中两种元素的运

用——建筑开口与步道——既有建筑师鲜

明的个人风格又与其对景观的理论联系密

切，可以作为典型深入讨论。s在象山校

区二期的设计中，建筑开窗或开口方式几

乎囊括了其熟练使用的所有语汇，而这些

类型同样被反复运用于近期项目，无论

规模与功能差异。1）细密的镂空砖墙； 

2）立面随机矩形开窗与室内或室外的并

行坡道、楼梯的结合；3）不规则的墙

洞与庭院的围合，抑或者是入口提示； 

4）手动操作的遮阳挡板与内走廊的结合；

5）隐藏在固定遮阳系统后的玻璃幕墙 

（图 6）。而在五种类型中，至少有三种并

非以二维立面的形式所独立存在的 t。它

图3：水岸山居空中步道 图4：富春山馆入口庭院h 图5：王澍、陆宇文演讲插图，皇家艺术研究院，伦敦，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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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成和在建筑中所设想的游览路径紧

密相关。更明确地说，这些开口几乎从来

不是正面性的，而是平行于行径方向的或

者倾斜于前进方向的。开口通常不大，而

且设计中没有对于视高的任何考量，以至

于这些“景框”中几乎很难发现完整的景

观，更多的是环境中的细节和碎片。王在

《营造琐记》一文中曾经以“象山校园建

筑间琐碎谈话的状态”来命名一幅从不规

则墙洞中所框住的视野（图 7）。u这一总

结诗意化地概括出这些开口设计的思路：

开口的随意性是希望捕捉到一些琐碎的、

通常被忽略的事物；而路径与开窗的平行

关系则进一步增加了这种“观景”的随机

性。“眼前有景”突然变成了一个个人的

偶然的行为，而非一次有预谋的游览过程。

与其说是提示性的景框，这些开口更多的

是在安静地等待不同人发现不同的景。

蜿蜒曲折的步道同样是王澍设计中常

见的元素。而步道同样是组织“山外观山”

和“山内观山”两种经验的核心元素。王

的设计中几乎没有水平的步道，就算是临

水也有轻微的起伏。而更为典型的则是起

伏延绵的由坡道与楼梯结合的廊道。在“山

内”，正如谢时辰的立轴，曲折的步道成

为串联各种不同尺度和材料的空间（瀑布、

山洞、峭壁、平顶等），比如在水岸山居

中在二层东西向的穿越步道。而更值得关

注的是其对于视线的引领作用。在狭窄的

空间中，王经常让步道在不同层高中穿插

（图 8）。脚下步道为行进方向，而视线往

往却被上层或下层穿插步道牵引。在开窗

的讨论中已经涉及步道与开口所形成一种

非正视的关系。而恰恰因为运动和视线的

不一致性，王企图在设计中提示“观”的

有意识性，也就是说，看不是被动地接受

眼前所展现的景色，而是有意识地转头观

察的结果。步道的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

概念。步道上高差的起伏和转折不但调动

起身体在游览中的感官体验，步道交错的

布置进一步明确了视线的非一致性。空中

穿插的步道此时并不是明确“景”的方向，

而更多的是产生一种期待。有所期许才会

产生下意识的观望。

在步道设计中还有一种反复使用的操

作。通常在一个有限的视域范围内，步道

会突然不断扭转（图 9）。这种刻意折返的

做法远远超出了其功能性的两个不同层高

或区域的连接。它更具有“眼睛”的提示

作用。视线顺应步道延伸，不断向外或向

上观望，形成王所期许的“从山内看向山

外”的经验。这种利用步道引景的做法同

样适用于“山外观山”的经验。在山谷和

山脊的折返和扭转的步道如同山水图中忽

开口方式一 开口方式二 开口方式三（与外廊联系）

图6：建筑开口方式

开口方式三（与内廊联系） 开口方式四 开口方式五

图7：《营造琐记》配图 图8：富春山馆中的步道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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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忽现的路径，暗示出观看的序列和变化。

而此处，步道对于景观变化的提示更为重

要。步道本身作为一个材料单一的线性构

件却也牵引出建筑中各种形体与材料的变

化。顺着蜿蜒的步道，建筑似乎更加有景

可观了。

自然是道法吗？

“自然”一词从中国古代哲学起点开

始就并非单纯地指代外部自然世界的形

象。而传统艺术中对于自然的类比与赞美

也不单纯地停留在壮丽河山的美学意义，

讨论通常引申到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而自

然对应的则是人类社会所向往的规范与准

则。粗略地总结，古代山水画的历史展现

的正是对于符合自然之道的这一理想的反

复的探索过程。它从来都是一种双向性的

实践，既包含对于外部客观世界的尊重和

肯定，也需要内化成为可以指导主观现实

的法则。实践中，两种“自然”相互对照

和平衡。王澍认为，建筑亦可如此。

王澍和陆文宇对于建筑符合自然之道

的总结涉及两点：遵循一种“自然”的建造；

追求一种在“山水”间诗意的生活方式。y

对其而言，自然的建造的基础为自然

材料。在建筑中大量使用石料、砖块、木材、

竹子和夯土，尊重并突出材料自然属性中

的“个性”，比如石料的色泽差异，砖块

在烧制过程中的轻微形变和破损，木材自

然纹理和竹子的风化，夯土的沉淀。这些

材料共同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肌理，如同

在自然中的树木花草——尽管从叶子、花

朵到树枝和树干都各不相同但却可以形成

一种相对统一的观感，既有细节，又不失

整体。

但王对于材料的期许并仅限于可见的

“自然属性”，其“自然”的体现是对其“物

性”的传达。“物”与“概念”相对，它属

于实体并富有生命，王常常用“活”来定

义。z这个浪漫化的概念经常引发出对于

其时间的联想。比如对于回收的建筑砖瓦

的再利用，王称其为与“时间的交易”。㉗ 

这些“物”传达着不同的年代和经历，而

建筑则负责将所有的“物”整理出来，使

其得以重新被看见和理解。而建造的整理

过程则是从实用的做法转化到精细的技艺

的过程。㉘物性同样在现代建筑材料中体

现，而最为突出的是其对混凝土模板材料

的选择、分配和加工。通过模板让各种自

然物（竹片、竹篾、木材）的纹理被烙印

在同一材料中，建筑的不同面使用不同的

模板，再加上后期加工（比如浇筑后保留

模板分割印记，却在不同板块上凿出不同

方向的细密纹路），最后生成感官上的丰

富变化（图 10）。对应之前在“江山”一

节中的分析，山水画是一次对自然山水的

“理景”过程，而这种逻辑转呈到建筑中，

则呼应王对于物料的细致整理。追究材料

中的物性，超越了之前分析中所指出的对

于矛盾的视觉性的追求，所有的细节不但

希望被看见，更希望被理解。这种理解，

更像翻出的回忆，亲切而熟悉，却不用精

确的定义。

在自然的建造中，手工同样重要。对

于王澍而言，手工同样是“活”的，它不

单是一种工艺传统的延续，也生成出一种

变通的框架，让建造成为一项共同协作的

活动。瓦爿墙的制作和现场协作充分体现

出手工建造的中的“活”，它成为一种集

体合作，呈现出所有人都有所预期但却又

充满惊喜的结果。手工的活性也同样深入

整个工作室对于细密的木架结构长期的研

究。在水岸山居中，这种由小尺寸的木条

所形成的复合拱形结构与钢结构结合形成

了一个大跨度的结构，承载着巨大屋面的

起承转合。在建造中，现场装配这种铰链

结构产生出巨大的误差，但手工操作也同

时生成出一种“包容错误的弹性”㉚，让

所有的误差逐一修正。在临安博物馆中，

细密的木架同样作为反曲面屋面的支撑，

而檐口出挑继续将木架细密的肌理延展出

去（图 11）。同样，在施工中这种构造的

容错率是很高的，但这种结构和建造本身

同样期盼丰富的差异性。

手工制作对应的是机械建造，而现代

建筑对于结构、功能和规范的要求无形中

将两种建造方式完全隔离。王对于手工的

执着却并没有对于机械化建造的抵制。恰

恰相反，手工的建造往往是嵌套在混凝土

结构和钢结构之中的。建筑师期盼的是，

手工作为“传统”这个抽象概念的物化结

果，将时间和回忆在现代建造结构中延续

下去。类比于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对于织物（textile）的论述，王的

逻辑中同样存在从建造到装饰的转化。这

些带有强烈表现性的手工做法，正如织物

一样，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延续着的一种

连贯的系谱（genealogy）。它们承载的并

图9：步道的扭转与延伸。左：象山校区18号楼空中步道；中：富春山馆门厅入口步道w；右：富春山馆山顶步道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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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理结构，而是一种文化记忆。㉜

在建筑符合自然之道的论述中，王进

一步谈到在建筑需要“遵循在山水中漫游

和与生活的诗意的方式”㉝。这种建造需

要整体和局部两种尺度的共同作用。从整

体上，建筑对自然地形的整理，甚至是模

拟，建筑体态与自然山水的贴合，其目的

与园林理论中造山做水的理想类似，是期

望建筑成为可以类比“山水”的一种自然

形态，从而引发“林泉之心”的联想。在

局部处理中，建筑通过产生和组织具有丰

富感知的场所，类比山林步道中各种感官

的刺激和体验，让城市生活中麻木的各种

观感恢复，重新引发对事物的关怀和生活

的情趣。之前的论述中已经谈到了这两种

尺度上的各种做法。建筑中的各种细节对

应着各种丰富的感官体验，比如物料所形

成的丰富的视觉和触觉体验，以及步道的

引景和对于行进体感的提示。建筑的整体

布局对应与自然形态的契合，比如从进山，

到山内观山，到山外观山的空间组织。而

此处笔者想就王澍对水这一元素在设计中

的运用总结其诗意的建筑方式。

2017 年在康奈尔大学的讲座中，业

余工作室以“与水絮语——以自然的方式

建造”为题引出其设计中水与建筑的关 

系。㉞其间，王描述了九种不同的状态，

而其中水以具象和抽象、静态和动态等各

种形式出现在建筑空间中，类比在演讲引

言部分介绍的清代文人故居。其中“临水、

含水、望水”对应建筑体态布局与自然水

体的关系；“汇水、导水、水意”突出建

筑对于水流的引导和强化；最后“影水、

秋水、吸水”讲述建筑中对于水意的延伸。

设计中，王常常关注对水的形和声的

捕捉。建筑除了在布局上尽量亲近自然流

水以外，在汇集和引导雨水中也有很多巧

思。设计中通过屋面各种转折和重叠，形

成的水流会从很高的落水口直接释放到建

筑内部或建筑之间的水池（图 12）。流水

使得空间经验从视觉、听觉、触觉，甚至

气味和温度都更加丰富起来。除了对雨水

的疏导和组织，那些反曲面屋顶更是对水

的物性的提示，让人在屋檐下感受到水的

“重量”。

除了动态的水，其几乎所有的设计都

与相对静态的水面发生联系。“临水”“含

水”几乎为常态。静态的水在建筑整体布

局的体量之间形成隔断。小规模的“含水”，

通过水中影像加深景深；大规模的“临水”，

在近期的作品中（比如临安博物馆和杭州

国家版本馆）在水面上引入平行步道而达

到相同的目的。水面的平展同样也呼应视

野的平远，在“望水”中同时看到建筑在

图10：富春山馆入口门厅㉙ 图11：反曲面屋顶下的细木架构件和出挑。左：临安博物馆精品厅室内㉛；右：临安博物馆精品厅回廊

图13：临安博物馆从茶室隔岸看向博物馆区和配套商业区㉟图12：落水口，水岸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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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文正图书馆平面

水平方向上的延绵和伸展（图 13）。

设计中对于水意的表达也是丰富的。建筑很

多“物料”因为不平整和吸水性好让植物慢慢覆

盖建筑表皮。建筑体量间连接的架空的廊桥也有

对水的隐喻。而水作为一个虚空间，同时具有身

体上的阻隔和视线上的连续，这一特质恰恰呼应

了王澍对于建筑漫游体验的总结。从文正图书馆

开始，那个浮在水面上的冥想室不断地以各种变

形出现在其后的设计中。通常以浮桥连接，这

些“泊在岸边”的亭子与“仅在咫尺”的主体

建筑在形式和体量上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两者

之间形成一种像水一样的虚空间，与之对应的

一种特殊的对看方式。从主体建筑内望向在自

然中“点睛”的亭子，和在亭子中回看一个无

法一览无遗的内部空间，王称之为建筑“让人 

进去”㊱的方法（图 14）。

戴维·莱瑟巴罗（David Leatherbarrow）在

其新书 Building Time ：Architecture，event，and 

experience 中详细介绍了王澍的水岸山居㊲。其分

析重点是建筑的时间性表达。在水岸山居中，建

筑通过空间序列的组织和建造实现了一种不同步

的时间性。在漫游过程中的个体体验是时间在不

断地被挤压或拉长，这种做法不单单充分地调动

起各种感官，也允许各种（现实的和记忆中的）

体验的重叠，从而让空间产生出因人而异的丰富

的解读。在章节结尾，莱瑟巴罗总结道：“王澍

的目标是协调两种生活方式：一种（顺应）自发

的和季节性变化的山水之间（的生活）；一种具

有灵活性且有规律的校园内的日常（生活）。建筑

的智慧凸显在当这两种时间合二为一的时刻。”㊳

这一总结明晰了“诗意的生活的方式”中一个重

要特质。王在其建筑内构建一种在自然山水中的

体验，却不期望这种体验抽离于现代城市环境和

生活状态，他的意图不是用建筑创造山水，而是

启发“林泉之心”。类比古代山水画和江南园林，

期盼在琐碎日常中同样可以“卧游山水”。

结语：山水中的自然

倘若真正道法自然，为何王澍会将目光转向

山水画和园林，而非真正的自然山水呢？在《自

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中，王简要地谈到人类营

造活动师法自然的过程：在信仰自然的哲学前

提下，将长期在自然中的经验“观照出诸多图

示”，“形成经验性的到先验性的自然格局最大限

度的相符”，再对其“根据‘道理’进行调整和 

修正”。㊴山水绘画和江南园林无不是这种师法自

然的先例。而正如前文所提，山水画中的双向性

的观照让其在长期的、反复的历史实践中永远探

寻一种经验性和先验性的重合。王对于山水画的

兴趣正是源于这种艺术从局部做法到整体概念的

可参照性。

“我一直有个顽念，即如何把一张典型的山

水立轴做成一个房子。相对于笔墨意趣的固有标

准，我对如何理解一张山水画中形而下和形而上

的对话结构更有兴趣。这种读法，并不一定需去

读一幅所谓的经典。”㊵王所提出的形而下和形

而上的对话结构，从绘画到建筑，都是一次笔法、

材料与构图、形体的相互呼应，一次外观自然和

与内观结构的沟通过程，这是这种“观想”让绘

画与建筑生出耐人寻味的意义。很多评论王澍建

筑和其对于传统艺术的借鉴往往侧重于其符号

性或者象征性的表达㊶，却很少有谈到其对于山

水画兴趣的起点。在笔者看来，这些评论的背后

恰恰是文化传承中对于“笔墨意趣的固有标准”

的执着，使其产生一种有文化预设的审视。看到

不规整的形体或建筑开口便联想到太湖石，看

到反曲面屋顶便联想到飞檐或画中的远山。种种

“意象”却将绘画、园林、建筑转化成为表意的

象征机制，而解读却失去了对艺术“言外之意”

的探寻。㊷

不可否认的是，业余工作室的建筑实践的确

让人看到了文化传统在现代建筑中的重生。但就

像王澍常常说的这个世界不该是一个样子，他的

实践只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一种解读。而也许只有

在不拘泥于“固有标准”的前提下，在各种“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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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中，传统和文化才会以更为丰富的

面貌和我们一同生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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㉝同y：67.

㉞王澍，陆文宇 .与水絮语——以自然的方式建造

（Dialogue to Water – Construct with the Natural 

Way）[R].康奈尔大学演讲，2015-2-3.

㉟ [EB/OL].知乎专栏“王澍的思想，思想的王澍”.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6899679.

㊱王澍 .时间停滞的城市 [M]//设计的开始 .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170.

㊲ David Leatherbarrow. Wandering Sites：Wang 

Shhu’s Hangzhou Guest House[M]// Building Time：

Architecture，event，and experience. London；New 

York：Bloomsbury Visual Arts，2021：180-215.

㊳同㊲：216. 笔者翻译。原文：“Wang Shu’s aim was 

to coordinate two ways of living：the spontaneous 

and seasonal changes in mountain-river environment 

with the freedoms and schedules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campus buildings and grounds. Architectural 

intelligence is apparent in the places where the two 

temporalities appear to be one.” 

㊴同⑤：68.

㊵同y：47.

㊶有类似观点的评论很多，在此仅举两例：赖德霖 .从

现代建筑“画意”话语的发展看王澍建筑 [J]. 建筑学报，

2013（4）：80-91；Xi Ye. Reviving a Sense of Poetry：

A sse s s ing Wang Shu’s Contemporar y Des ign 

Practice[J].Architectural Research Quarterly，2021，

25（4）：324-336.

㊷相关的观点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有较详细的阐述。见：

刘琳璠.建筑如画——由绘画引申开来的关于现代建筑

理论和实践的几点思考 [J].时代建筑，2018（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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