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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奥运会是往后看，世博会是往前看，尽管在建筑上未必直接反映出来。
　　——上海企业馆的建筑师张永和这样说。
他认为，奥运会建筑也是为了庆典而建造。
建筑师设计的时候，看到的是辉煌的世界纪录和那些风云人物，都可以看成是历史。
而世博会不一样，尽管也具备娱乐性，可是又面对很多严肃的问题，也即未来的挑战。
建筑师需要看看当今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或挑战是什么，用自己的设计回应那些挑战。
建筑师的答案同时是未来的设想。
　　我们脚下的土地，其实并不属于我们，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总有一天要还给他们。
　　——出生在北非古城塞拉的摩洛哥馆建师穆斯塔发·艾拉维希，话语间充满哲理。
他说，这不仅指的是建筑，还包含着很多方面。
这种“借”和“还”，-代接着-代延续下去。
将脚下的土地以更好的状态交还给孩子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
　　为什么说“人”重要？
是因为人可以破坏这个生存环境，也可以保护这个生存环境。
人是地球上可持续发展的生物链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新西兰馆的屋顶花园，可以看到一首镌刻在钢板上的诗，诗的最后写道：“如果你要问我
：这个世界E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的回答肯定是：人，人，还是人。
”新西兰馆的景观师金·贾勒特和蒂娜·哈特说，毛利人人人会背诵这首诗。
他们解释说，这里的“人”，不是个人，而是人们。
　　这是人脑和自然之间的一场游戏。
　　——卢森堡馆主建筑师瓦伦蒂尼认为建筑师们真正的“游戏对象”是自然。
这显然有着深刻的含意，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几百年几千年站立在那里，那便是好建筑。
建筑这一门，最高深的一层，是以美学为最后根据。
是不是优秀的建筑，要看它能不能感人，如果站在它的面前感动得想哭，那一定是好建筑。
　　——台湾馆的建筑师李祖原这样描述他所景仰的'嘬好的建筑”。
李先生曾经设计了台北标志性建筑“101”。
他说，作为东方人，内心摆脱不了土地文化的意识，心中的念头就是要做一些自己的建筑。
后来他将此归结为“中国式建筑的实践。
”　　“现代”不该总是和“西方”对应，“传统”也不该永远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这四个词语今天应该重组了，现代的，也可以是中国的。
新的建筑不在我们的西方，而在我们的前方。
　　——中国馆的评委程泰宁院士和另外两位评委将中国馆的原始设计“中国器”从被淘汰的方案中
“复活”。
他曾经这样论说中国当代建筑的风格。
　　传统的建筑艺术在心里。
在我们设计新建筑的时候，它自然就会融合在我们的作品之中。
　　——意大利是一个有着优秀建筑传统的国家。
建筑师英柏利格详细地介绍了意大利馆是如何从辉煌的传统中汲取养料的。
意太利馆的结构顾问奥江，如上表达了“传统”以何种方式存在于今世建筑之中。
　　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不是永远在回答，而是不断在提问，谁住在里面？
他怎样生活？
这样想过了之后，他的设计就不会是千篇一律，而是一个一个有生命力的建筑。
否则，造起的房子会死亡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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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昆多·巴乌多因·特兰在回答建筑的民族性时这样说。
这位委内瑞拉建筑师还说，人不能居住的建筑是虚无的，不是好建筑，“这样考虑过，民族特色的问
题也就已经包含在内了。
”　　不能将以万千计数的人，放在密封的盒子里过日子。
阳光和风，不该被水泥隔开。
人应该在大自然中生活，而不该在墙里面生活。
　　——以色列馆的设计师渡堂海被黄山的美景所感动，也使得他更为时下流行的、将空间挤没了的
盒子一样的建筑而悲哀。
　　我不仅喜欢用建筑设计的视角来观察生活，也喜欢用生活的眼光来看待建筑设计。
　　——西班牙馆创作灵感来自于生活，建筑奔放的曲线中，有舞蹈，还有花朵、柳条，篮子⋯⋯建
筑师贝娜德塔·塔格利亚布还说：“建筑，或者说设计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我来说，所有在身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我都会把它们运用到我的设计中去，这样的设计才是真正有生命的。
”　　我们努力追求在这个建筑里，人们能够感受到时间和空间。
设计最终的目标是：这是崭新的设计，又似曾相识。
　　——日本馆的设计对于很多人都是一个谜。
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馆总设计师彦坂裕这样叙说团队对日本馆的美学追求。
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崭新”和“似曾相识”都值得反复咀嚼。
　　这不是单纯的建筑，它应该让被千篇一律的展览弄得昏昏欲睡的观众兴奋，疯狂。
　　——汤马斯·海瑟尉，英国馆的总设计师如是解释自己设计的“种子殿堂”。
他也在解释他心目中的展馆建筑。
汤马斯认为，展馆和展品，并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参观的人们不该仅仅通过“做香肠工具一样的展馆”进去出来。
汤马斯也希望这一展馆的设计，能够改变英国人的传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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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上海世博局新闻宣传部策划，胡廷楣、洪菁耘历时10个多月采编，以不同展馆建筑团队和他们
的世博作品为对象，从人文角度介绍这些展馆诞生的过程。
　　全书注重设计理念和创新的文化内涵，不少外国馆的设计灵感来自童话和儿童文学。
丹麦馆把安徒生童话中的小美人鱼运到展馆；俄罗斯馆设计师对现代理想城市的理念来自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诺索夫的童话《小无知历险记》，表现一个儿童的幻想世界；瑞典馆的向导是瑞典著名的“童
话外婆”林格伦作品中的人物“皮皮”；而沙特阿拉伯馆的设计创意来自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文学名著
《一千零一夜》⋯⋯每个展馆的建筑设计故事都精彩纷呈，世界优秀建筑设计师为上海世博会留下了
丰富的人文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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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题馆：上海弄堂那一片屋顶——访曾群　　曾群很喜欢那张鸟瞰上海老弄堂的照片。
每当介绍他主持设计的主题馆，他总喜欢将这张照片和主题馆的屋顶放在一起。
　　曾群说，最能代表上海传统的建筑，不只是外滩，也不一定是陆家嘴，成片成片的弄堂最有资格
。
这一片屋顶构成的图案，已经不是弄堂本身，而是代表了一座城市，是“城市的肌理”。
　　试想一下，差不多100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乡下出来，一定是抱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心愿
，而他们向往的正是在弄堂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落脚谋生。
大量这样的人涌向上海这座大城市，就产生了这样大片的弄堂建筑。
　　弄堂，给那时每一个进入城市的人新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居
住文化。
　　作为一个建筑师，曾群研究过弄堂建筑。
　　那时，弄堂的建设者，已经不是传统的泥水匠，他们已经有了某种工业化的趋向。
大型的整齐划一的建筑群就诞生了。
重复的坡顶，重复的山墙，重复的老虎窗，形成了重复的凹凸错落的图案，重复的天井形成了重复的
虚实相间⋯⋯这种均质的重复产生了特别的韵律感。
　　“这是上海特有的景观，哪里有上海这样的规模？
哪里有上海这样的建造技术？
因此，这样的屋顶只能出现在上海。
无论是旧式里弄和新式里弄，都能看作是集合式住宅。
这也是当年中国城市建筑的最高水平。
”　　“人们一直以为，城市的发展就是‘不破不立’，而旧的东西就是落伍的，就是应该抛弃。
上海很多非常好的建筑，一直到进入本世纪，才发觉需要保护。
可是，房子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　　或许，拆除这些房子，也是因为“文革”之前人口不断增加，住房建设却很少。
石库门里不断增加的人口，将原来的居住格局打破了，原本居住一两户的小楼，现在住下了六七家人
。
各种“搭建”破坏了原本的建筑格局。
隐私没有了，矛盾产生了。
到了“文革”，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不该是房子的错。
”曾群说。
　　自从上海大兴土木，进入建筑高潮，老弄堂已经所存无几，这样大片的连绵不断的屋顶，确实很
难再见到了。
　　因此，说弄堂是上海的城市肌理，只能说“曾经有过”。
　　这是夏末的一个雨天，曾群坐在自己的电脑前。
　　他说，他几乎天生对建筑敏感。
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城，考进同济还是80年代。
他的不少大学同学还住在石库门弄堂里。
　　对于弄堂的感觉，是在这样的建筑被大片拆除之后的一种怀念产生的。
　　因此，他希望在世博园区里，有一个建筑，能够保持上海的这种回忆。
　　“这个屋顶非常重要。
”　　主题馆的屋顶，长300米，宽2000米，是世博园区最大的屋顶。
虽然说主题馆也有26米的高度，可是从中国馆69米的楼顶上看主题馆，就有那种俯瞰的感觉，主题馆
是一个趴在地上的巨大盒子。
　　从主题考虑，世博园区也该有一个建筑来表现上海城市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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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不是从概念上去寻求灵感，而是从生活出发。
　　主题馆屋顶的巨大，激发了设计者以特殊的形式来展现其鲜明的特质的创作欲望。
　　那一张上海里弄屋顶的照片，就再一次让曾群激动了。
　　曾群说，他曾经是一个文学爱好者，青年时代读过很多小说。
对弄堂的细腻和还原真实的描写，经常可以从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读到。
　　曾群更喜欢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这样的南美作家。
南美作家小说中的生活，都是经过自己思考之后，特别的“过滤”而变了形的，那是对于生活的不同
表现手法。
　　这也能够理解，曾群没有将那张照片原封不动的搬上主题馆屋顶。
　　现在的屋顶，是折线形的。
好像是用纸折出来的。
74个巨大的菱形因为铺上了太阳能光电板，显出了深蓝偏紫的颜色，与此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菱形，
那是颜色较浅的屋面和天窗。
光电板是水平的，天窗倾斜成一定角度，这就显出这一片图案是立体的。
城市弄堂纵横交错，凹凸起伏的肌理表达出来了，那种重复的韵律表现出来了。
　　可能人们会一时认不出那是一片老城区的屋顶，曾群说，这不要紧，只要他觉得好。
　　这个屋顶，太阳能光电板总面积有30，000平方米，年发电量为2.8兆瓦。
建成后，将是国内最大的光电建筑一体化的单体建筑。
　　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用“成片的老弄堂”去理解这个建筑，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发现。
　　主题馆的南面，挑檐出挑达18米。
这样深远的出挑，显然来自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传统。
如今参观者将在这个空间排队等候。
挑檐能够遮风避雨，挡住夏日阳光。
　　挑檐下形成的空间，非常像“弄堂口”。
往往使人回想起夏日晚上在弄堂和街的交汇处乘凉，闲谈。
伸出挑檐，也很容易想起弄堂口经常有的“过街楼”，楼下面的空间，是下雨天孩子下棋打牌，主妇
拣菜和结绒线的地方。
　　“中庭”似乎就足“弄堂”。
中庭南北贯通，长200米，宽36米。
就像是一条超级大弄堂连接两条平行的马路。
中庭当然有很多的现代设计，不是一通到底，而是用玄关、天桥、核心筒等建筑，增加了景深和场所
感。
　　从南往北可以直穿中庭，有面是一个展览空间，左面是两个展览空间。
建筑师将展览空间比喻为“城市客厅”，也是延续了上海建筑的概念。
不过这个“客厅”，再也不是石库门摆设一套红木家具的客堂间。
左面的展厅，180米长，126米宽，没有一根柱子，也创造了奇迹。
它里面可以放进4架大型客机，即使举行一场足球赛，场地也绰绰有余。
这种双向大跨度空间，正是大型现代展览最需要的。
　　东西两面外墙，是垂直绿化墙。
我们前些日子经过的时候，正好见到工人们在往金属种植面板上放置小型的灌木。
曾群说，植物生长需要时间，到了明年，这里的绿化会是很好的景观。
这里已经设置了滴灌系统，能保证植物长好。
这也使我们回忆起老弄堂里，那些附墙而上的爬山虎，还有攀藤吐艳的牵牛花。
和老弄堂小打小闹的绿色相比，这两面墙的绿化有6000平方米，将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单体垂直绿化
墙之一。
　　展馆的南北立面采用双层幕墙体系，内层是玻璃的，外层是不锈钢的，在不锈钢板上开方孔，下
而是大孔，上面依次缩小，形成渐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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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板呈暗黑蓝色。
白天看，只觉得很美，说不出道理。
曾群说，晚上，展馆的灯光自然会通过方孔透出来，就像是弄堂里很多的窗户，每一个窗户背后都有
一间房子，一户家庭。
下面光亮，上面渐暗。
好像下面的灯光在近处，上面的灯光在远处，平面的墙就会有景深。
这也是城市夜景的缩影：万家灯火。
　　“还记得吗？
有一部老电影叫《万家灯火》，拍的就是上海弄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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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69个梦：访问世博建筑师》以不同展馆建筑团队和他们的世博作品为对象，从人文角度介绍了
这些展馆诞生的过程。
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历时十个月，平均每篇访问包含了20个小时的工作量，记录了69个建筑师的思考
。
　　该书23万字、1000余幅彩照的大型图书非常注重设计理念和创新的文化内涵，记录下了设计师们
在设计与建设工作中的思考，每个展馆的建筑设计故事都精彩纷呈，为上海世博会留下了丰厚的人文
财富。
与北京奥运会类似地，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图书、尤其是建筑设计类图书在场馆外也展开了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从目前市面上的情况来看，文化、深度叙事类图书居多，而《69个梦：访问世博建筑师》
的可读性无疑在其中是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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