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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始：隈研吾与木桥博物馆设计

2010 年，隈研吾于日本高知县梼原町设

计了木桥博物馆。梼原木桥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445.79m2，通过一座木桥连接起被街道隔开的两

个建筑——酒店和水疗中心。梼原木桥博物馆的

功能主体包括带有人字形屋顶的桥体、垂直于桥

体的入口画廊与客房，以及一部电梯。其中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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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以隈研吾设计的梼原木桥博物馆为样本，观察东亚传统木造技艺现代转译的路径。文章从梼原

木桥博物馆展开研究，溯源木桥博物馆设计的概念原型：日本刎桥与斗栱，追踪这些传统木构的实际建造技

艺，并解析隈研吾木桥博物馆与传统木构间的异同。通过对设计与建造的详细分析与研究，文章指出隈研吾木

桥博物馆是对传统木构建造技艺的现代重构。这与许多中国建筑师对传统木构现代转译的探索产生可比性。通

过比较王澍、王灏等建筑师与隈研吾的设计思想与实践案例，探索传统技艺的现代转译，为国内建筑学提供学

科话语的一种多元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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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ttempts to take Kengo Kuma’s Yusuhara Wooden Bridge Museum as a sample to observe 
the modern translation path of East Asian traditional woodworking techniques. First，the article traces back to 
the conceptual prototype of the design of the Wooden Bridge Museum：the Japanese cut bridge and Dougong，
tracks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these traditional wooden structures，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Yusuhara Wooden Bridge Museum and traditional wooden structures. Through the detailed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Yusuhara Wooden Bridge Museum，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design is a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oo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is is compara-
ble to many Chinese architects’ exploration of moder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wooden structures. By comparing 
the design ideas and practice cases of WANG Shu，WANG Hao and other architects with that of Kengo Kuma，we 
can explore the moder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techniques，and provide a diverse possibility for the discourse of 
domestic architecture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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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度达到 50m，由一根包裹木材覆层的钢结构

柱及一套以层叠支承构件为基础的结构系统支撑，

源自传统木构的层叠木构意象极具视觉表现力

（图 1、图 2）。

对传统木结构建造的致敬、对现代木建筑可

能性的探索，以及极具当代表现力的外形，使这

座建筑很快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景观。木桥博

物馆通过出版物中的精美彩图与一般性文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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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成为建筑师耳熟能详的优秀设计案

例。但建筑真正的设计方法、建造逻辑与

形式生成法则隐没在壮观的建筑外形背

后，难得窥见。即使在最近出版的几本隈

研吾设计作品图集中，呈现建筑的细部节

点图充分展示了建筑的结构体系（图 3），

但书籍所载依然局限于简单的介绍说明，

并未对该建筑展开学术性的深入探讨。

事实上，以传统层叠木构为原型的

当代建筑设计在亚洲建筑师的实践中并不

少见。在梼原木桥博物馆建成的 2010 年

前后，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未建成 / 反

建筑》中描绘的大尺度“空中城市”模

型（图 4），何镜堂先生的中尺度上海世

博会中国馆，以及早在 1992 年就已建成

的塞维利亚日本馆这些富含东亚传统木构

隐喻的现代建筑实践与思考集中涌现，近

年来，前童“润舍”小尺度的层叠木构又

将我们带回对亚洲传统木结构的追忆中 

（图 5）。这些探索似乎不断揭示着不同的

建筑师在面对亚洲传统木构营造的现代转

译时，在建造差异之外的形式一致性考量。

回到隈研吾的梼原木桥博物馆。事实

上，梼原木桥博物馆设计前后正值使隈研

吾名声大噪的《负建筑》《反造型》两本

理论性书籍在中国出版，书中所透露的建

筑粒子化、使建筑消隐在环境中的建筑理

念似乎并没能与梼原木桥博物馆华丽的形

式表达相互适配。这座建筑更重要的追求

似乎在于体现对东亚传统木构的怀旧情

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座建筑是否是亚

洲建筑传统木构技艺的复刻，抑或是在多

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传承了传统木构的

文化和精神内涵，成为观察这座建筑的核

心问题。

图 1：梼原木桥博物馆实景 图 2：梼原木桥博物馆模型

图 3：梼原木桥博物馆细部节点图

图 4：矶崎新空中城市模型 图 5：前童“润舍”的层叠木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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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溯源：传统构造的实际建造

状况

1. 设计原型一：日本传统刎桥

在对该博物馆的诸多设计作品介绍

中，我们看到曾多次谈及：梼原木桥博物

馆建筑的设计归功于隈研吾对亚洲传统木

构的研究，其设计原型来自“刎桥”——

一种用斗栱的结构方式解决跨度问题的日

本传统木桥。①因此，刎桥似是揭开梼原

木桥博物馆设计的一面透镜。

在日本，传统刎桥包括悬臂式、方杖

式、桁架式等多种结构形式。不同种类刎

桥的共有特质是具有一套独立于桥面之

外的、起支撑作用的多层重叠木结构系

统（图 6）。该系统的核心木构件一端嵌入

河岸石基，另一端延伸而出，形成对桥面

的支撑，它们被称为“刎木”，按文字意

译也可翻译为“坎木”。刎桥在靠近河岸

处设立桥桩，与刎木结构共同支撑桥面荷

载。这套结构系统使木桥在不设置河心桥

墩的情况下，得以实现较大的稳定跨度。

虽不适用于真正的大跨度河面，但可以广

泛应用于水流湍急、不适合设置桥墩的小

跨度水面。井川刎桥的结构图清晰呈现了

刎桥的基本构件与结构系统（图 7）。

日本现存的三大传统奇桥中的两

座——猿桥和锦带桥——都体现了传统木

构刎桥的工程技艺特点，可见刎桥在日本

桥梁建造历史中的重要地位。隈研吾的木

桥博物馆概念原型即是来自位于山梨县山

间的悬臂式刎桥——猿桥（图 8）。但遗憾

的是，由于日本有每隔十几、二十年就对

老旧工程造物先拆除、再原址重建的传统，

现存的猿桥仅保留了传统猿桥的外形特征，

其真正的结构支撑体系已替换为钢结构。

目前，仅能通过其他刎桥的建造文本、记

录与实例来回溯猿桥的传统木构建造方式。

猿桥和相元桥（已拆除，图 9）都是

悬臂式刎桥，都由重叠多段的刎木支撑桥

梁的荷载。刎木之间的横向木构件被称为

“梁木”，旨在刎木间传递荷载，并防止刎

木间可能发生的位移。为了抵抗巨大的弯

矩，每根刎木的一端都被深深嵌入河岸石

基之中，并以一定的角度突出石基，向上

伸展，河岸石基成为刎桥的主要受力点。

在相元桥中，由于不设桥桩，致使刎木倾

角巨大，因此在刎木与桥面之间的空隙部

位插入了类似小屋组建筑屋顶的构件，以

辅助支撑；而在同为悬臂刎桥的猿桥中，

由于靠近河岸的桥桩协助刎木共同起支撑

作用，因此刎木倾角相对平缓，相比相元

桥，刎木加梁木的纵横双向结构系统更显

简洁明朗。

对传统猿桥的支撑结构特征作出概

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1）刎木

伸出河岸，使桥面中心无须设置桥墩； 

（2）刎木一端深入石基，作为主要受力部

件；（3）刎木具备一定的向上倾角，抵抗

弯矩；（4）刎木与梁木构成纵横双向结构

系统支撑桥面；（5）形成以刎木为主、梁

木为辅的主次型结构体系（图 10）。

刎桥在日本的出现可追溯到江户时期

早期，其木结构系统由榫卯组构而成，成

为明治时期工程技术西方化之前日本传统

木桥的本土技艺发展最后的辉煌。②而在

不同刎桥之间的工程技术差异可能源于当

时的建造技术垄断。当时日本的桥梁工程

都由当地架桥的木匠家族中的刎桥木匠指

导进行。刎桥木匠被赋予建筑及修理工

图 7：井川刎桥基本构件与结构系统

图 8：猿桥实景图 图 9：相元桥模型

图 6：日本刎桥的结构形式

a.悬臂式刎桥 b.方杖式刎桥 c.桁架式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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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独占权，以世袭制继承下来③，在每

十到二十年间对桥梁进行修缮或拆除重

建。这也导致了地区和家族之间的技术关

联。比如与猿桥工程技术相近的杂司桥

建造就与信州诹访的安倍氏有关。图 11

是根据 1793 年的杂司桥建造文件复原的 

图绘。④

事实上，类似刎桥的木结构体系早在

日本江户时期之前就已在中国存在。藏区

甘孜日波桥建于 15 世纪，与日本刎桥的

技术系统极为相近（图 12），有理由相信

日本刎桥的工程技术可能起源于中国。到

18 世纪，广西玉林的云龙桥更是在单向悬

臂桥的基础上发展出由桥墩支撑的双向悬

臂结构⑤，这一结构与隈研吾木桥博物馆

似乎更为接近（图 13），但显然在隈研吾

的设计中，木桥博物馆的概念原型并非来

源于云龙桥，而是对日本猿桥结构体系的

现代诠释。

2. 设计原型二：斗栱

隈研吾在介绍木桥博物馆的设计时，

除了谈及设计的概念原型取自刎桥，还谈

及其团队在设计之前对亚洲传统木构中支

撑大屋檐的斗栱进行了研究。事实上，斗

栱结构与刎桥的结构系统存在巨大差异，

不仅是在尺度上，更是在结构细节与受力

方式上（图 14、图 15）。具体而言，斗

栱由柱承接荷载，而非侧面承重；且斗栱

构件不具备向一侧倾斜的角度，更多用于

抗压而非抗弯；斗栱与昂组成完整结构系

统，解决受力的平衡性；斗栱的纵横双向

结构体系不具备方向上的主次差异等。从

这些方面看，梼原木桥博物馆的结构设计

似乎与斗栱更为接近。

但斗栱结构中斗与栱的关系、昂与斗

栱的关系、构件间的交接方式等却又脱离

了简单的搭接，是复杂榫卯咬合的经典表

达。在这一方面，隈研吾的梼原木桥博物

馆的桥体支撑结构与斗栱结构大相径庭。

在隈研吾的自述中，梼原木桥博物馆

设计概念与亚洲传统斗栱的另一个关联在

于：建筑的结构由小构件拼接整合而成。

图 10：传统猿桥结构体系示意

图 11：杂司桥复原绘图（1987 年久保田和男作图）

图 12：日波桥实景图 图 13：云龙桥实景图

作为一名现代建筑师，隈研吾曾对传统斗

栱作如下评价：相比于传统价值，斗栱具

备的现代性更令人着迷。其中的现代性是

指斗栱作为小单元的集合体。⑥梼原木桥

博物馆由众多木构件拼接而成，由此与斗

栱产生了微妙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的

本质并不在于木工技艺的传统属性，而在

于隈研吾对传统技艺现代性的抽象挖掘。

三、解析：木桥博物馆的建造逻辑

与形式表达

1. 木桥博物馆与刎桥原型的比较分析

回到隈研吾的木桥博物馆设计。对比

其概念原型刎桥，博物馆的设计与建造在

本质上是对传统工程技艺彻底的现代重

图 14：宋式八铺作斗栱 图 15：斗栱受力图

华栱

耍头木

耍头

衬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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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木桥博物馆的桥体跨度接近 50m，为

了支撑桥体荷载，隈研吾在桥体两端设置

了钢结构的支撑，并赋予东侧钢结构体升

降电梯的使用功能（图 16）。与刎桥形成

形式呼应的层叠木结构位于桥体中段，成

为类似中心桥墩的结构体。该结构体以当

地雪松胶合木为材料，通过小型木构件的

交叠拼接，形成巨大的悬臂结构，支撑上

方的荷载。⑦

值得说明的是，梼原木桥博物馆中形

似刎桥的这个悬臂支撑结构与刎桥的传统

构造已完全不同。一方面，层叠而起的木

结构不再将受力导向侧面石基，而是形成

中心配重的整体结构，左右平衡无倾角，

将桥面荷载传递至类似“中心桥墩”，即

被木材包裹的钢结构竖柱上。在将传统桥

体结构转译至现代建筑结构的过程中，传

统刎桥中“不设中心桥墩”的功能性考量

被边缘化，仅突出了层叠木构的形式；另

一方面，基于中心配重结构体系的受力特

征，纵横双向的木梁尺度一致、功能一

致，通过层叠搭接的办法，将上部荷载层

层向下传递。因此，两个方向的木材不再

具备主次差异。这进一步使得梼原木桥博

物馆在与传统刎桥具备视觉相似性的同

时，二者形成了本质上的建造差异。从这

个意义上说，隈研吾的梼原木桥博物馆结

构设计在刎桥结构的基础上试图寻求创造

性的改变。

这种创造性的结构体系被隈研吾称为

连锁梁系统。该系统中，用于支撑的中心

柱中下部分为十字形实心钢结构柱，由四

周的四根垂直构件围合连锁，在柱体中上

部形成空心的矩形内核，使得层叠的木梁

可以不断裂地穿过中心柱，将荷载传递至

底下方的实心柱（图 17）。

这种梁柱交接的做法似乎与“叠梁束

柱”式的传统东亚木造有一定相关性，但

从垂直正交的组合方式，以及钢结构的支

撑材料等诸多方面看，隈研吾的梼原木桥

博物馆已具备深刻的现代基因。最重要的

是，木桥博物馆的层叠木构设计在应对的

建造问题、结构组合、受力方式上都与其

概念原型刎桥存在巨大差异，是一种新的

具备视觉表现力的现代建筑结构，而非为

解决具体跨度问题而发明的桥梁式工程

技术。

2.梼原木桥博物馆与斗栱原型的比较

分析

若将梼原木桥博物馆与其另一个概念

原型斗栱进行比较，博物馆的现代性更加

清晰可见。在纵横两个方向木梁搭接的具

体做法上，隈研吾采用了现代化的木材组

构方式。在纵向长梁与横向长梁中，都开

设了凹槽，便于定位与扣接。纵横双向的

梁由螺栓相接，形成由多个分散构件组合

而成的整体结构（图 18、图 19）。

当然，在传统斗栱中，也有通过栓子

连接构件的做法，例如《营造法式》中提

及的昂栓（图 20）。但昂栓的目的主要用

于防止昂身下滑，加强斜昂与其他出挑方

向构件的整体性。昂栓“上彻昂背，下入

栱身之半或三分之一”，其做法并非指斗

栱纵横双向出挑构件的连接方法，且因其

建造难度与精细度要求，国内现存实例中

均未使用昂栓。⑧斗栱的整体组织结构是

清晰的榫卯相扣，与梼原木桥博物馆中的

螺栓的设置完全不同。梼原木桥博物馆的

螺栓将纵横双梁连接，还在侧面嵌入固定

用的螺钉，将分散的木构件组合成刚性连

接的木结构整体，可以说这种做法已经完

全现代化了（图 21、图 22）。

图 16：梼原木桥博物馆支撑结构

图 17：连锁梁结构体系分步示意

图 18：连锁梁结构体系实景 图 19：连锁梁结构体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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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梼原木桥博物馆结构体系的现代适应性

值得说明的是，纵横双梁的创造性搭

接方式因其现代化的受力特征，反而拥有

了从传统桥体支撑的功能性诉求中解放出

来的可能性。这种刚性连接的结构体系也

因此在建筑结构层面具备了普适应用的能

力。在整个梼原木桥博物馆的入口画廊部

分，建筑屋顶也采用类似的层叠木构设

计，也通过螺栓与螺钉连接纵横双向的木

材（图 23）。

在此，建筑墙面通过木构件纵横搭接

的方式“砌筑”起来，屋顶的梁在形式上

可类比于刎桥中的刎木与梁木，单臂悬挑

而出，通过现代化的构件交接方法，竖向

搭接而成，形成墙体与屋顶屋面一体化的

整体结构形式，塑造出无柱的室内空间

（图 24），使室内空间的视觉体验与室外建

筑形式形成一致性呼应，且使建筑室内外

形成“图底转换”式的趣味类比。这也拓

宽了层叠木构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价值。

四、比较：在差异化中呈现设计思

维的不同路径

事实上，隈研吾对传统建造技艺概念

的现代重构不仅体现在梼原木桥博物馆的

设计与建造上。与梼原木桥博物馆连锁梁

结构体系相似的木结构探索在梼原町市政

厅设计中就已出现。四根束柱围合形成中

空的方柱，层叠的梁体穿过方柱中心；所

有构件由螺栓组织而成（图 25）。在加州

伯克利大学食材之家设计中，隈研吾也使

用了木构件的拼接，拼接的方式依然通过

现代化的刚性连接完成（图 26）。诸如此

类的建筑作品不断在其表达传统文化的意

图之外，显示着隈研吾设计的木建筑现代

性的一面。

这种设计倾向可能与隈研吾的个人经

历与设计思想有关。与许多出生于 1950年

代至 2000年间的日本建筑师一样，隈研吾

既受过本土建筑学教育熏陶，也拥有国际

图 20：斗栱中的昂栓 图 21：梼原木桥博物馆螺栓连接示意（一） 图 22：梼原木桥博物馆螺栓连接示意（二）

图 24：梼原木桥博物馆入口画廊模型图 23：梼原木桥博物馆入口画廊实景图

交流经历。这些经历一方面使他在异域更

深入地体会到曾在东京大学求学期间接触

过的东亚建筑文化魅力，另一方面也赋予

他全球化的视野，使他对西方经典文献进

行了深入阅读。也因此，他曾直言对于传

统木构形式在当下的重要性，是勇于向异

域文化学习，消解东方、西方的划分。⑨ 

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现代建筑师，研究传

统建筑的意义不在于重塑传统精神，而在

于通过对传统技艺的解构与重构，使传统

建筑材料在当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图 25：梼原町市政厅木结构 图 26：加州伯克利大学食材之家木结构

昂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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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隈研吾在其职业生涯的初始阶

段就直面 1990 年代初开始的泡沫经济破

灭，难以像前辈建筑师们一样在东京获得

大量项目。一度致力于乡村实践的他，不

断寻找“世纪末建筑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崩

溃和可能的解决方法和路径”，这也使他

在致力于实现建筑理想之余，多了一份在

地的现实主义色彩。结构设计的高效和实

用，以及复杂建造技术的简化处理，成为

他回应日本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

基于此，可以通过差异化的比较，揭

示在传统建筑的现代转译过程中的两种设

计路径及其背后的建筑理想。与隈研吾相

较，更具文人气质的王澍、王灏等中国建

筑师也通过自己的方式，着力探索亚洲传

统建筑的当代可能性，他们与隈研吾的建

筑设计最终走向不同的方向。

学者朱剑飞曾着墨比较隈研吾与王澍

在写作策略上的异同，在认可同为东亚建

筑师的他们的写作、设计与思想的可类比

性与相同点的同时，也展示了两人间的丰

富差异，比如王澍和隈研吾的建筑学思考

同样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隈研吾的

写作参照系更倾向西方，而王澍的参照系

里本国文化还有相当分量；且前者的讨

论与西方尤其欧美世界建筑学内部的议题

关系更为密切，而后者的思考与当代西方

建筑学内部的话语和讨论没有太多紧密联

系。⑩这也许体现了东亚文化在有差异的

社会中生发出的两种不同的当代路径。

将王灏近期的设计实践与隈研吾设计

作品进行比较，也可以观察其显著的设计

思想差异。事实上，王灏与隈研吾的设计

有着微妙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前童“润

舍”中层叠木构的柱式支撑与梼原木桥博

物馆在视觉上的相似，更重要的是，在一

次采访中，王灏也坦言其设计实践在“表

意”层面上的欲望。⑪但与隈研吾相较，

王灏探索的现代乡村木结构的具体实现途

径却有其独特性。

在前童木构的木结构可能性探索中，

王灏及其团队的设计基于榫卯，创造现代

木建筑的结构形式（图 27），并申请了国

家专利。在这个结构中，王灏关注的并不

一定是结构受力的合理性，也不一定是传

统木结构的形式复刻，而是作为“小情

趣”存在的传统榫卯交接方式在当代的可

能性。自由、多可能性的结构形式探索背

后，是严格且具有文化传承内涵的木结构

咬合方法研究（图 28）。

与这些探索相比，隈研吾的梼原木桥

博物馆及其一系列其他的现代木结构建筑

实践，则显得并不具有那么厚重的传统技

艺属性。当然，也许在隈研吾看来，他也

并不执着于此。在其事务所的国际化发展

策略下，他的设计实践反而挣脱传统束

缚，走向一种开放性，传统话语在其实践

中最终指向表层含义的表达，而非内在结

构的传承。但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

源自传统木构的层叠木结构体系在隈研吾

的设计实践中一度延伸出更为现代性、更

为自由的变体。他于 2011 年在日本富山

市舞台艺术公园内设计的库雷恩咖啡馆

（Café Kureon）和 2017 年在静冈县热海市

的设计 COEDA HOUSE 是很好的案例。两

个建筑的支撑结构由长短不一的条状木材

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堆叠，以室内森林为设

计理念，使建筑从“传统”的沉疴中解放

出来，赋予层叠木构自然与清新的当代气

息（图 29、图 30）。建筑的形式诉求与理

念诉求最终由锚固件、碳纤维悬吊装置等

现代建造手段完成技术上的支撑（图 31）。

五、结语

本文无意于对上述两种设计途径进行

价值判断，重要的是揭示传统建筑现代转

译过程中的不同设计面向可能性。差异的

存在也许并非偶然，中国和日本探索着不

同的现代化途径，经历着不同的工业化阶

段，这也塑造了两国建筑师面对传统建造

技艺时的观点差异。此时还需谈及一个概

念——“边界人”⑫。日本地处亚洲大陆

边缘，在深远的历史传统中不间断地接受

外来主流文化对自身的影响，同时又独立

于主流文化之外，形成既非主流，又非传

统的边界文化。与此同时，自诩为边界人

的隈研吾自幼生于城乡之交，面对乡村和

城市，也无法被其中之一所同化。⑬这种

边界人的心态一如他面对低技与高技、传

图 27：前童木构实验探索 图 28：前童木构木构件咬合方式

图 29：库雷恩咖啡馆实景 图 30：COEDA HOUSE 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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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COEDA HOUSE 的现代式建造技术示意

统与当代、本土与全球时的态度。这也

使隈研吾对传统木造的现代转译富有独

特性。

但不得不说，在彻底重构传统建造技

艺同时，隈研吾的设计实践放弃了诸多源

自传统技艺的建造情趣，反而获得了现代

建筑的自由与开放性。作为一名多产的建

筑师，隈研吾的作品不囿于单一的建筑类

型，也不局限于单体建筑设计。其实践不

仅涉足建筑设计、室内设计、构件设计，

也参加众多国际展览。梼原木桥博物馆只

是他众多现代木建筑探索的一个案例，他

的设计实践关注全球的、本土的、当代

的、传统的等诸多充满矛盾的概念，试图

用开放的姿态，兼容各不相同的设计主题

（图 32），形成了现代木建筑设计与建造可

能性的树状分支，这使其作品拥有成谱系

的丰富性与可解读性，并在当代全球语境

下获得巨大生命力。

如若剥离国家文化差异这样宏大而厚

重的命题，从现代建筑设计与建造的专业

角度看，诸如隈研吾等中国之外的其他东

亚国家建筑师的设计实践不失为一种别样

的探索，可以为我国建筑学提供学科话语

多元化的可能性。时至今日，在逆全球化

力量不断侵蚀全球化成果的全新历史时

期，以当代史的视角回顾全球化时期的东

亚国家建筑师对传统建造技艺的现代转

译，有其重要价值。因此，以现代木结构

建筑设计为切入点，探究东亚国家建筑师

面对木造技艺的设计态度与设计策略，也

值得做更深入的历史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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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隈研吾现代木建筑设计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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