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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珩，当代知名建筑师（图 1），长期海外

求学与工作经历，使其对中西文化更为包容和兼

收并蓄。回国后成立南沙原创（NODE）——独

立的创作型建筑工作室，投身于中国快速城市化

进程中的建筑实践，积极参与文化领域的建筑相

关活动，并从众多青年建筑师中脱颖而出。代表

作品有：虎门梅沙小学、盐田大梅沙村改造（9

号、10 号、临时展馆）、深圳留仙洞万科设计公

社 A3/B4 地块、深圳福田婚礼堂、广州恩宁路永

庆坊建筑改造、蛇口大成面粉厂改造、蛇口浮法

玻璃厂主入口（图 2）等等。此外，她还参与了

威尼斯双年展、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图 3、图 4）、

广州三年展、深圳双年展、上海双年展等等艺术

展览活动。同时，她还在多所国际顶尖建筑高校

担任教职，从事建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Abstract: Through the interview of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Chinese architect—Liu Heng, the founder of Nansha 
Original DEsign (NODE), her studies, practices, teaching, research describe her growth as an architect. Liu Heng 
insists on research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issues, then gradually formed her peculiar perspective to 
observe and penetrate urban problems. In the meantime, she explores conceptual openness and compatibility in 
architectural logic, focuses on th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renewal in recent years, designs a serious of excellent 
works, which show us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with cities.

Keywords: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Study abroad, Educatio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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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刘珩

一、游学欧美

少年时期，刘珩就对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

印刷精美的建筑杂志令她对建筑产生了最初的

向往，并从中感受到了建筑本体（the ess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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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学习新的技术、新的思考和创作方式，

成就自己的建筑思考，她决定放弃国内保

送硕士研究生的机会，赴美读书。

刘珩在美深造的学校是伯克利大学，

那里的建筑教育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

基于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和本质，讲究

简约（Simplicity），尤其是体现加州地域

性的简约。她的导师是加州地域现代主

义建筑的代表人物——马克 · 麦克（Mark 

Mack）。马克 · 麦克在作品中追求简约的

同时，还添加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

有自己的色彩，有一种感性，而这种感性

在很多现代主义建筑作品是没有的。伯克

利的学习，让刘珩领悟到现代主义放在地

域的环境里，是发展，是接地气。把地方

性以及它的一些特殊性纳入建筑创作，实

际上是建筑师在另外一个层面的转换。这

些理论也影响到她今天的很多设计作品，

人们会说刘珩的作品都很简约，但同时会

发现它只能放在这个环境，有它自己的专 

属性。

在伯克利大学完成第一个学期硕士课

程之后，刘珩便开始了期盼多年的一次欧

洲游学，从书本上的图片到真实建筑，这

次旅行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迹。游学

首站是英国的牛津大学，课程分两部分，

一半时间在牛津；另一半在罗马。在意大

利，她参观了万神庙及其他大量古罗马以

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绘制了许多罗马

和佛罗伦萨当地内容速写。之后在 Prince of 

Wales Summer School，她还针对性地选择了

一些基础的古典训练课程。这些经典建筑

参观和深入学习让她体会到：建筑这种艺

术形式能够带来精神性的激励，建筑空间

是有神性的，建筑学专业不是一个普通的

实用型专业，它有精神高度。

刘珩在某刊为其工作室做的专辑里谈

及“致敬经典”的问题，这应是欧洲之旅

引申而来。她认为建筑创作需要有一种敬

畏感，这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对专业、职

业的尊重和敬畏，也是对时间、历史，以

及建筑本体一直延续而来的传统和基本美

学的敬畏。经典是永恒的，因为它代表了

一种高度，在经历了很多沉淀、批判之后，

图4：Guangdong Express，建筑装置，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

architecture）的巨大吸引力。这种吸引力

来自于建筑中所蕴含的韵律与张力——艺

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感性与理性的互相

转换，多重力量在博弈中达到微妙的平衡。

这种非单一途径的表达和创作形式，契合

了她内心的表达诉求。

之后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

大学）建筑学院的学习，“学院派”（the 

Beaux-Art）建筑教育体系为刘珩的建筑师

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当时中国的建筑

学本科教育，强调美学对建筑设计的重要

性。其以古典建筑美学为构图法则，注重

绘画的艺术性训练以及制图的基础性训

练。刘珩认为这些课程作为建筑学的基础

教育非常有必要，并且对于培养学生的经

典美学观十分有帮助。但若囿于该规则体

系之中，不免会让学生缺失创造力。

刘珩的转折出现在本科三年级，德

国慕尼黑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TUM） 的 Thomas Schmid 教 授

来到华中理工大学参与教学，她由此接触

到了一种新的建筑教育体系——包豪斯

（Bauhaus）体系 [1]。与 “学院派”注重古

典精神的艺术训练不同，包豪斯产生于工

业革命的机械化大生产背景下，注重将设

计应用于工业化生产体系之中，实现“艺

术与技术的新统一”。

从“学院派”到包豪斯，建筑语言和

空间构成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两者

基于完全不同的方法论，给刘珩带来了极

大的冲击，并提供了另一种创作的思考方

向。据此，她希望能够在现代主义的氛围

图2：蛇口浮法玻璃厂主入口改造 图3：Guangdong Express，建筑装置，韩国光州艺术双年展

“Guangdong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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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时间凝固。对于经典的敬畏，能够帮助

建筑师提高自身创作的美学高度。当然，

这需要很好的基础训练，持续地提高修养

才可能获得不错的效果。

经典并不限于几百、几千年前的建筑，

当代也有经典。首次欧洲游学，刘珩先后

体验了古典与现代两种不同的经典，她至

今都对此记忆犹新。在英国和意大利学习

一段时间之后，她参加了 Sci-Arc 在瑞士

的课程——为期一个月的柯布西耶作品之

旅。这一路她实地欣赏到了马赛公寓、母

亲住宅、日内瓦学生公寓、朗香教堂、拉

图雷特修道院等。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古典

建筑洗礼之后，柯布西耶的作品对刘珩产

生极大冲击。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现代主

义能够诞生——它是一种自由和释放，人

们迫切地想要“放弃”古典，放弃复杂性

和装饰性，走向新的技术、新的风格、新

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简约的渴望，蕴含着

更深层次的情感和精神诉求——简单、质

朴的生活，实际上也是很美的。

硕士毕业回国后，刘珩开始了在南沙

的建筑实践，完成了几件独立设计的建筑

作品，例如南沙科学馆、德品书店以及南

沙世贸中心大厦。但她觉得这些建筑似乎

对形成一个城市并没有起到核心作用。她

觉得需要跳出建筑自身，对城市本身——

城市和建筑里的人有更多的理解和研究，

否则很难继续自己的建筑创作。2003 年，

刘珩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的

研究方向就是为了解决她作为建筑师的一

些困惑，补充城市设计以及延展的社会

学、基础设施和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她在

哈佛的导师玛格丽特 ·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城市学

研究学者，最为人知的理论是 “Everyday 

Urbanism”。该理论强调社区、城市在人

的尺度上发生的事情，简单而言，就是人

的日常生活行为。在城市设计中，用比较

微观的视角去研究城市空间与人生活的关

系，这种研究方法对其后来的研究和建筑

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套理论上是一

种自下而上（Bottom up）的研究，掌握了

这种方法，就找到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更加

贴切的空间创作思路。在读博士期间，刘

珩在华南地区用这套方法做了大量的田野

调查，采访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材料。

关于快速设计过程中的前端、中端、后端，

她一概不放过，全面了解整个快速城市化

进程的各个关键节点。

位于广州番禺的大学城是刘珩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案例。大学城在短短 18 个月

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从规划、城市设计及建

造几百万平方米的十个校区的竞赛、设计

和施工工作，并投入使用。这个速度能很

快能成就一座有形的城市，但不能培育出

一个鲜活的人文和生活的社区。城市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不是房子堆在一起就能实

现的。大学城建好以后，大家发现学生们

很少使用那些公共配套建筑，即便专为他

们设计的衣食住行的场所，也很少用。因

为那些新建筑很大、很空，缺乏内容。反

而学生们会去周边的村落，这些村落其实

是经历了几百年建立起来的社群。学生们

特别愿意去村里跟村民有互动的生活，这

才是真实的建成环境。在这里，刘珩找到

了中国版的“Everyday Urbanism”，认识到

时间的价值——时间滋养出的人文环境的

价值。她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一条高

速路穿过整个岛，高架路的柱子直接落在

岛上某村宗祠的广场上，就像在人的心脏

扎了几根针，对原村落社群的影响不言而

喻（图 5）。作为建筑师或者说城市规划

师，按说碰到宗祠应该让出一定的范围，

或者调整自身的设计。然而，许多设计师

总是从空中看城市，或者说建设城市，但

实际上项目建成后，人的生活是要回归到

地面的。快速城市化环境下，建筑设计与

建成环境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孵化出一个

良性的、健康的社会环境。时间在任何生

活或文化的沉淀上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

色，关键是设计师是否能更早地意识到这

一点。

谈到时间的价值，刘珩强调在创作和

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时间扮演了非常重要

的角色。她在不同场合都谈到“城市厚度”，

因为厚度有 layers（层次）。层次是什么？

就是时间叠加起来的、有空间感的东西。

例如广州，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

既有古迹亦有新颜。当挖开中山路的时候，

露出了一层层的考古遗址，人们才知道原

来广州城市历史有千年之久。但没有揭开

“Layers”之前，人们又怎么知道自己热爱

和生活的城市有这么深远的历史呢？中国

城市历史上多为覆盖式的发展，记得一位

南方学者曾经讲过，以前广州有许多自然

形成的河涌，也就是排水沟，在现代城市

建设过程中它们被填起来，修成了道路或

者其他设施，然而却导致雨季时城市的排

水不畅，道路及附近建筑物积水，其实自

然形成的排水系统有它自身的合理性。

通过对华南一些地区的快速城市化过

程进行调查，刘珩一直在思考城市建设中

哪些环节出了什么问题？会导致建成环境

产生怎样的后果？她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

快速城市化环境下，应对没有足够时间展

开城市设计就快速建筑设计、施工的途径，

以及因此带来的后果及反思。2008 年，刘

珩获得博士学位。这段博士研究经历为其

之后的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在快速城市

化进程中，作为建筑师，她清晰地意识到

要有自己的立场，主动并策略性地选择一

些项目，有意识地介入城市化的走向。

二、初期建筑实践与思考

刘珩在外求学期间以及毕业后曾在多

个境外事务所从事设计工作，积累了一定

的工作经验，但那时她很难有机会独立设

计一个建筑项目。1996年，她从美国回深圳，

受聘香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设计一座

1 万平方米的科学馆，并由其作为项目负

责人主持完成。对于一名二十几岁的年轻

图5：崔氏宗祠与高架桥，广州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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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城市的时候，需要很多规划、工程、

环境系统以及社会学的知识，需要很多跨

界的知识，需要补充建筑本体之外，且与

人生活相关的许多知识。只有这样，才能

把建筑作为大系统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作

品自己独大的一个结果。

2009 年，刘珩将工作室搬至深圳，四

年后才有建筑作品陆续问世。搬事务所实

际上是为了更接近真实的生活，之前的南

沙有点像孤立的王国，缺少互动，缺少城

市生活。博士毕业回来以后，她非常强烈

地意识到这种城市性、公共性、社会性对

建筑创作的重要影响。城市是复杂的综合

体，现实环境杂糅，建筑设计要同时解决

这些非本专业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多元的、跨学科的、因地制宜的，有时也

是顺势而为的。

三、职业建筑师的 POSITION 及其实

践的切入点

每个建筑师切入世界，或者说切入设

计的角度都希望跟其他人不一样。勒·柯

布西耶、路易斯·康、赖特、密斯都选择

了与自己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能有些人

的角度实际上加起来还是同一个大体系，

但有些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有时候做

选择，跟设计师的发展轨迹有关，对于这

类思考，设计师会选择成为其中一分子，

还是选择第三条道路，这也许就是作为设

计者的立场。对于刘珩来说，Position 非常

重要，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

然后才有可能沿着出发的方向继续向前，

有自己的话语权。在这个方向上，别人才

会尊重你的角度，才可能会有沟通、交流、

交换。她觉得作为独立建筑师可以有选择，

如果跟某个甲方没有共识，大家可以互相

不选。其实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物以类

聚，大家有共识和理想的时候，做事才会

像所谓的“四两拨千斤”，并达到双方满

意的结果。

南沙原创属于小型独立事务所，不同

于主流大型设计机构，能够在建筑这个行

业站稳脚跟凭的是作品，而非其他。刘珩

图6：南沙科学馆

图7：南沙德品书店

人来说，这种机会在美国是绝无可能获取

的，这个 offer 对她来讲无疑有巨大的吸引

力。南沙科学馆是刘珩在中国的第一件作

品（图 6），它的落成对当时建筑界产生不

小的冲击力，多家媒体对它进行报道。当

时海归建筑师并不多，能够在西方接受教

育，而后回来做公共文化建筑，建筑语言

跟其他人又不一样，引发了很多关注。科

学馆的项目完成前后的八年，她又持续在

南沙做了德品书店等几个项目（图 7）。这

段经历对她来说非常的不真实——因为机

会太好了，没有人去影响她，不仅自己有

机会独立做设计，在施工问题上还有话事

权，这是很多青年建筑师梦寐以求的机遇。

那时相对宽松的设计环境也引发另外

一方面的问题：南沙相对来说是一座新城，

相较于周边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它

的建设发展非常缓慢。刘珩的一个设计项

目可以做 3~5 年，这在其他珠三角地区城

市群是完全不可能的。用她自己的话说，

在南沙的经历更像是“种”房子，港资独

立开发启动时，七通一平 [2] 都没有，虽然

“种”了不少房子，但是实际上没有产生

什么影响。她意识到一座城市的形成实际

上跟这些房子没有什么具体关系，反而是

那些基础设施齐备了，发展定位清楚了，

才能够吸引产业入驻，人们才能够在这里

安居乐业，而后才可能引导一个城市的良

性发展。此时，刘珩意识到建筑师的角色

非常有限，建筑本体的知识需要扩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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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的优点就是比较“坚持”，也许在

外人看来是选择走了一座独木桥，但她并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她不在乎项目做得多少，但是一定要

在每个项目里找到一些特别有共鸣，或者

特别有趣的东西，让她能够很激动地去完

成。始终保持着这种对建筑的热情，把每

一个项目做好，这是她做设计的初衷。南

沙原创的规模一直控制在 15~20 人左右，

每个项目刘珩都能够亲自坐下来与同事讨

论，如果某一天项目多到没有机会再参与

讨论了，那就不是她想要的事务所了，做

不做这个项目对她来说也就没有任何意

义了。

刘珩认为自己是很有危机感的人，这

种危机感是指自己在职业领域里的位置。

如果想一直跑在前面的话，一定要意识到

周边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不保有一种批

判性，总是顺应主流的话，会缺乏思辨力。

批判力和思辨力，并不意味刘珩是反主流

的建筑师，她是希望看到现实后面隐藏的

一些真相，然后超越这种真相，走在前面。

这是她的方法论，也是她对职业的态度。

在谈及是否经常会有人提到女性建筑

师时，刘珩觉得与同类事务所横向比较，

例如“都市实践”和“南沙原创”，都是

比较典型地从城市性作为出发点去介入

建筑设计的团队，都市实践比较“阳刚”，

而自己作为女性可能在某些方面更加感性

和具体，容易捕捉到一些细节，然后把这

个细节作为设计灵感，始终保留住一种细

腻，建筑作品也许给人的生活带来一些比

较柔软的东西（图 8）。虽然“女性建筑师”

这个标签她并不喜欢，但是如果在采访或

看她作品的时候，觉得作品能给人以细腻、

柔软的体验，从这个角度讲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就像大家看到的，她的很多作品与

男性建筑师的作品确实很不同，女性对某

些事物的敏感度更强，由这些灵感引发，

做出来的作品可能就与城市空间更为贴切

（图 9~ 图 14）。关于女性的敏感和细腻，

笔者发现她的作品似乎呈现出一种暧昧的

态度，存在一个缓冲区（buffer zone），设

计师通过观察和思考，巧妙且柔性处理建

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冲击。

刘珩习惯用微观的视角去研究城市空

间与人的关系。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体现

出一定的人文性，以及接近日常的生活性，

同时要有当代建筑的高度；自己的实践能

够既有建筑学本体上探索——也就是实验

性，同时又接近生活，能够体现出很多细

节——或者说一些“温度”，她的出发点

介于这两者之间。刘珩将她的设计思想转

化成建筑语言以后，人们可以看到她近年

来的作品更多地在思考建筑与城市空间的

关系，从建筑的首层、立面包括整个项目

的设计，能够让人更多地体会到建筑的城

市性与人文性。

基础设施的公共化是刘珩近年来一系

列建筑实践内容之一，也是她多年来对城

市的研究和思考的一个切入点。她认为基

础设施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内核，在整座

城市的土地占有量很大，并对其周边环境

有较大影响，是不可忽略的空间元素。然而，

这些基础设施都无法跟人发生直接的关系，

比如污水处理厂、净化厂，它们一般都在

海边、河边。从外围看，大家都不知道它

是什么，而且建筑或构筑物一般都不美观。

但是在中国古代，被动水处理工程同时也

营造了很好的环境体验，比如都江堰。古

人“天人合一”的理念落实到工程项目里

每一个细节层面，而当代设计师往往缺乏

对大自然环境的基本常识和审美。

与这类市政工程相关的项目，往往是

需要很多跨学科知识。刘珩现在的一个兴

趣点就是与工程师合作，这可能跟她喜欢

挑战、喜欢混搭有点关系。工程的部分有

些是非常实际的安全性问题，在这个过程

图8：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万科云

图9：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菜田地展览馆草图1 图10：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菜田地展览馆草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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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沙原创团队可以嫁接给它一些空间的

理解，然后利用建筑师的知识、工具、方

法等，把它变成一个良好的城市设计，或

建筑空间，这种挑战对她来说是特别有动

力，也是特别重要的设计方法探索。南沙

原创近期的项目研究很多都用到水的技

术。水跟中国人的生活，跟灵性有很大关

系，作为南方人，这一点她深有体会，也

促成了她对水利工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的理解。比如在污水处理厂项目中，会附

加给它很多公共功能，包括教育、活动体

验等更加饱满的生活元素，同时让建筑在

重要的位置上起到一定的标志性作用，这

里所说的“标志性”是指它真正是公共生

活的一部分。其实这类公共基础设施或者

工程，经改造后可以对中小学生开放参观，

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去了解自己赖以生存

的城市基础设施。有些时候，市政工程建

筑以及此类遗产保护事业比较弱势。社会

上需要刘珩这样的建筑师，通过他们的努

力，通过建筑师的力量慢慢地转变社会上

一些看法。而这种力量，不是通过很强势

的形式构筑介入环境，而是最后反映在地

表上的、视觉性的亲和力，给人们以启示，

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对建筑师来说，很多项目的起始点，

也是最后的完成点，但是中间的过程，需

要什么知识以及需要怎样合作，这些在建

筑学本体并未探讨，却是职业生涯必须要

去学习解决的。当前社会，中间过程知识

的缺失或者缺乏效率的沟通是建筑和城市

设计的一个弊端。南沙原创在做污水处理

厂项目的时候，调查得非常细致，深入了

解污水处理厂要经过多少步骤才能够把污

水变成某类符合标准的水，排放到城市水

系统。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现项目的意义，

这需要一系列工程技术支撑，并且跟建筑

设计紧密相关的内容。通常情况下污水经

过几十米排放入河，但是经过处理，可能

要经过 200 米，处理后的水就是符合标

准的。而这 200 米，建筑师就有机会做

很多景观的处理，这段水利工程可望变成

整个社区能够体验的、特殊的外部环境 

（图 15~ 图 18）。

四、实践与教学的结合

刘珩近两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内

容，来自于多年来在实践中对城市的研究

和思考。她始终坚持并希望教给学生的，

确切说是一种方法论——以城市作为出发

点的创作，影响她的是伯克利与哈佛大学

的教育中一类比较明确的研究方法。他们

从微观的事情开始入手，从细节观察引发

的问题出发，解决问题的同时，建筑创作

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方法论具有普适性和

强大的影响力，这种以小见大的过程，让

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逻辑性越来越强。

在做博士论文时，导师曾跟她讲：研究者

更像是一个 detective，侦探总是先接触到

一个案件的结果，然后在大量的线索中去

寻找真相。这些线索可能都是片段的，然

后靠研究与分析把这些线索变成一个网

络。所有的内容贯穿在一起，才能找出作

案的动机，也就是说一种倒序的研究过程。

做设计也是如此，通常先看到了一个非常

真实具体的环境，但是发现环境的背后有

一连串复杂的事件背景，这其实是研究的

价值，要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变成很清晰的

脉络，然后才知道如何控制它的源头。从

微观入手，注重研究和分析问题，成为刘

珩感悟建筑与城市的方法，用她的话说“好

比开了天眼”。

在香港和国外教授研究生的设计课

时，刘珩都会告诉学生，做城市设计要有

侦探的洞察力，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然

后找到问题，设计实际上是要解决这些问

题的。当然还不是纯粹的解决问题，学生

们还要用建筑师的眼光跟美学标准，使得

解决问题的层次更高。对于她来说，上课

的第一阶段完全是反对形式的，形式永远

是在逻辑推理后的一个转换结果。让学生

理解并执行这种方法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需要多年的教学积累才能让学生理解。建

图11：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菜田地展览馆工作模型 图12：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10号楼草模

图13：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10号楼总平面肌

理（改造后）

图14：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10号楼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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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学的学生缺乏侦探的洞察力的，总是觉

得形式大于一切。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最新

的建筑形式，但是却不了解背后的细节和

文化基础。如果学生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

题，问题的逻辑是什么，不知道设计能够

带来更加有意义的附加值的时候，建筑的

形式是无效的，这才是设计的本质。作为

老师，要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而不是

引导他们仅仅学设计，教育是件挺难的事

情。如果不会思考，又怎能懂得设计？她

的事务所就秉持这种教学和设计理念——

没有很明确的风格语言，但是却从观察分

析入手解决非常实际的问题，并且努力创

作出美的形式（图 19~ 图 21）。

刘珩坚持的这套思考和设计的方法论

具有很强的先锋性，因为它能在本质上启

发学生摆脱任何建筑教育体系的束缚。不

论是“学院派”还是包豪斯，对她来说都

是一种方法论，能够把很多种类的语言简

化。即使学生没有太多的建筑学素养，或

者说没有太多感性，只要跟随这套方法，

还是可以做出一个不差的建筑。包豪斯能

够把很多内容精简成一个必须要有的结

果，然后通过一种组合方式成为一个建筑。

它建立起了这种体系，其实所谓的体系是

个闭环，在这套体系里，学生可以做出一

个不会特别失败的作品。如果在 Beaux-Art

体系，做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还不错的建

筑，只不过这两种建筑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论产生的。

她认为，建筑界只有一个勒 · 柯布西

耶例外，因为他超越了这个体系。他拥有

作为画家的高度敏感性，绘画指引他直接

观察生活，捕捉事物的发展与变化。他在

建筑上所显示之精神，与所表现在现代绘

画上的精神是同一的，而两者的工作基础

则是他的空间概念，建筑与绘画不过是他

用来表达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工具而已。

所以这变成一个建筑的意识形态，人们的

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是与时俱进还是保留

在唯美的时代？取决于建筑师的出发点。

图16：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厂方案设计过程 图18：坪山阳台 -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厂上部建筑

图17：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厂折面屋顶平台

图15：深圳坪山河南布净水厂概念剖面示意图

图19：2019“深双”宝安分展场空间改造，酷山水-地表的记忆

图20：2019“深双”宝安分展场空间改造，概念草图

坚持独立思考与创作，使得刘珩在近

二十年的非本土建筑学习和教学工作中，

并未失去其建筑作品的地域性，没有成为

在形式层面对建筑文化的浅表诠释，反而

由于她对中西文化超出常人的深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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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的项目中，她的事务所也处理得很“南

方”。还有 Buffer Zone，这样的空间处理就

是很好地利用了灰色地带，也体现了南方

性。Buffer Zone 能够设置通风、拔风这类

空间，屏蔽湿热。不同于遗产保护领域的

Buffer Zone，刘珩对它的理解是在空间上、

立体上的，它是隔离外界湿热环境或者说

远离城市嘈杂环境的，努力提供舒适工作

环境的空间处理手段（图 22~ 图 24）。所

以，对 Buffer Zone 的理解，其实也决定了

她很多建筑作品的南方属性，这些都是她

感兴趣的问题。进一步理解南方性是形式

的原型，是传承的基础，也是创新的动力；

它超越了固定、程式化的样式风格，包含

着多元的变化和发展。当然，在北方也有

适宜北方的一些处理方法（图 25）。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建筑学教育，刘

珩认为应该注重本地区的建筑历史研究，

关注本地区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大湾区的

高等学府可在建筑板块上形成互联的体

系，这是最基本的，也是大家能够达成共

识的。比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的几

所位于大湾区的高等学府，每所高校的建

筑学学科特点、历史特点都不同，有自己

的专长，它们共同成就了粤港澳大湾区的

某个局部，如果能够解决一小时通行距离

的话，学生跨校选课实际上是没问题的。

就像美国波士顿的几所大学，有的离主校

区很远，但是学生们的课是可以互相选的，

他们的学分也可以纳入自己系统。这种取

长补短的做法，在交通允许的条件下对于

研究型的专业非常有利。

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还可以轮值组织

学术的品牌论坛，遍及珠三角地区，在广

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城市之间轮流举

办，这样能把湾区的学术品牌效应放大。

像 MIT 和哈佛、伯克利与斯坦福，每个区

域有时候都有一些主导的竞争对手，当然

他们会有一些共同的活动，有时还不只是

学术活动，可以是某种体育赛事等。其实

大湾区除了学术，一些公共活动也能形成

自己的品牌。这样的高校联动机制可分享

更多的优质学术资源，最受益的是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本科生也可以通过跨校选课

图21：2019“深双”宝安分展场空间改造，折纸草模

主持一个论坛，叫“再南方”，“再”就是

again 的意思，不是位置上的“在”。实际

上她一直都很认同自己的南方身份，生于

广州，南方的潮湿、潮热的气候就是根深

蒂固在她身体里的一部分。对她来说，南

方给人一种生猛的生命力，郁郁葱葱的热

带植被、潮湿的气候等。“南方性”这个问题，

在她的作品里也有很多体现，比如万科设

计公社。虽然说建筑主体是地面以下，但

是通风体系以及遮阳等处理方式，获得比

地面温度更低的周边环境，它通过一种被

动式适应，取得一个良好的、健康的、舒

适的环境，这是“南方性”的体现。在珠

图22：深圳留仙洞万科云设计公社B4航拍照片

图24：深圳留仙洞万科云设计公社A3方案模型图23：深圳留仙洞万科云设计公社B4概念草图

更能够从建筑的本体出发。作品往往还体

现了很强的时代性，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跑

在前面”。刘珩没有选择作一个严谨的学

者或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通常是理性的，

有时候会让感性部分消解，而建筑师的感

性对于她来说非常有价值，她期待感性的

释放，她始终在学者和建筑师之间寻找着

一种平衡。

五、岭南地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

作为地道的广州人，刘珩对于岭南有

着根的情谊。2015 年，她在深圳双年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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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视野。也许将来能成立大湾区的“常

青藤联盟”，这个联盟有几所认定的高等

学府，制定联动的机制和操作、运营办法。

2020 年疫情期间，“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各高校通过网络平台组织高水平的学术讲

座，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也体现了这种最

大化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理念。截稿之前，

刘珩在一场基于网络平台的建筑讲座嘉宾

点评时，再次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互动学

术对于提升高校学术水平和硕士、博士研

究水平的重要性。

六、小结

作为一位独立建筑师，刘珩给笔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她丰富的海内

外求学、实践与教学经历形成了她厚实的

人生积淀，为她的建筑创作与文化活动提

图25：2022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奥运村N06 & N07

供精神滋养。从早期作品南沙科学馆到万

科云设计公社，再到新近完成的净水厂上

部建筑、2019“深双”宝安分展场空间

改造，我们看到了建筑师扎根岭南的成长

经历，以及在学习、实践、教育中不断转

换角色，在创作中坚定 Position 的驱动力。

谈话中透露出她的坦率与真诚，刘珩曾说

海外游学中发现自己是一个擅长举一反三

的学生，通过自己的踏实求学，能够不断

地反思与感悟，超乎形式，领会建筑本体

的精神高度。她的思考与建筑作品高度一

致，拒绝被商业化大潮淹没。通过挖掘问

题，关注城市，细腻地感知人们的生活，

她在研究与创作间始终寻找一种平衡，期

待感性的释放。她在处理建筑与城市问题

的角度和方法与众不同，从细微的观察中

产生创作灵感，由此出发获得耐人寻味的

建成环境而非单纯的建筑形式，与城市互

动，让生活延续。以开放、自信的心态，

置身于全球视野中去讨论和思考；有态度

地从事教学工作，影响一批学子；她是众

多拥有国际化学习和实践背景的建筑师之

一，对于自身坐标定位有着较前辈更为清

晰、准确的认识。从她的作品中能够感受

到一种活力，跨越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壁

垒，也模糊了传统与现代的时空界限。她

本人不纠结于东、西，也不纠结于过去、

现在，这场“时间的修炼”使她稳稳地扎

根中国，扎根中国南方，从当时、当地、

出发，在地设计建筑与城市环境。

注释

[1]“包豪斯”教育体系重视空间的内在功能，强调对结

构与材料的忠实把握，并且对几何形体构成表现出极

大的偏好。

[2] 指基本建设中前期工作的道路通、给水通、电通、

排水通、热力通、电信通、燃气通及土地平整等的基

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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