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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以为是卖戒面呢！ 

 

徐珂/前面是废话直接看最后三段就行                        20160222 

 

建筑最初的功能是遮风避雨，就像动物的巢穴以使用功能为主，达到居住、仓储目

的即可。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出于政治、经济目的或集会或信仰才将建筑提升至功能与标

志并重的产品，甚至很多建筑仅仅是满足标志需求，这一点在寺庙、教堂、皇家建筑中

体现明显，其装饰性、规制性的内容远远高于实用性需求，例如北京的天坛、地坛、日

坛、月坛是满足皇家敬天礼地的仪式场所，其本身对于天地变化并不产生任何的影响，

只是在形式上对参与仪式的人类赋予庄重感与使命感，由此可以看出建筑其实是产品，

产品是否有生命力无外乎两点，一是必须满足使用者的基本需求，二是能够提供超出使

用者预期的附加值。 

 

附加值是个很虚幻的东西，在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下，设计者其实并不清楚附加值

在哪里，比如北京白云观有个“铁打白云观，三猴不见面”的说法，是指到观里烧香时

摸三个雕刻石猴祈福的寓意，白云观内雕刻动物很多，为什么只有三猴成为经典？很难

从源头上讲出创意，可以肯定这三只猴子当初只是作为装饰物雕刻在石墙上，经过人们

的演绎才形成“三猴不见面”的传说，现在的白云观里一共有五只猴，由于第四只石猴

更靠近第一、二只猴，许多人误认为它就是第三只猴，真正的第三只猴反倒知道的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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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里的的道士为了保护古迹，索性将第三只猴给罩起来，可见附加价值也会随着时间、

环境、条件发生变化。 

建筑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人类的精神寓意在里面，精神寓意实际没有具体形象的，

因此脑海中的猴子与真实的猴子是不一样，上面三只猴子具备猴的形象，但在人的膜拜

下早已失去猴的具象，联想到绘画有具象派和抽象派，抽象派尽管难以理解，但普罗大

众似乎知道抽象派画家更多一些，例如梵高、高更、塞尚等等，如果提到具象派画家，

恐怕知道的人并不多，造成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大众都看过两者的画而得出这样的后果，

而是因为近代信息发达，知道印象派画作总是拍卖出更高的价格。这在建筑上也是一样

的道理，有个神奇的故事远比建筑本身更重要，比如华清池是杨贵妃扑腾过。就造成建

筑该如何设计的问题，实用建筑在使用上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关注点往往是舒适性和

不适用性，舒适性属于附加值范围，附加越多使用者获得更多的心理优越感，不适用性

与之相反，出现的越多越让人心烦，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就出现设计规范，从专业的角度

去避免不适用性出现，往往是暗淡、落后的表现。比如人体工程学研究出门的最小宽度，

设计师就会将门设计成 900 到 1000 宽，如果设计成 500 宽就谈不上舒适性，进出门

都要侧身而行显然是体验不适用性，类似旁门左道产生消极暗示，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就

是不合格产品，因此我们有很多最小或者最大尺寸的概念，以减少不适用性在建筑产品

中出现的几率。舒适性与避免不适用性完全是两种不同设计方法，这里暂且称为舒适性

设计方法和不适用设计方法。避免不适用设计方法在建筑设计中最常见，在有限的面积

里布置各种最大最小的尺寸，当多种限制集中在一起时，从概率上讲一定会有不适用性

出现，这种情况下建筑设计需要选择影响最小的不适用性作为妥协，在妥协的基础上寻

找舒适性，做这样的设计需要设计师对不适用性有敏感性，否则不能从中选出合适的妥

协方案。舒适性设计则是满足舒适性的基础上去消除不适用性出现，而且不适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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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舒适性面前不成为问题，例如截面是 800 的柱在 10 平米房间里是大问题，但是

在 1000 平米的房间里往往还要装修成更大尺寸，这就要求设计师对于舒适性具有敏感

性。敏感性决定建筑师在设计产品的成功度，扎哈·哈迪德设计的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主

会场最终被日本放弃，就是在舒适性追求上遇到不适应性的限制。由于避免不适用设计

其实在规范的限制下就变成技术性组合，从名义上是设计，从实际过程来看其实是技术

性选择，将很多已经有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不创造人类天性好吃懒做的需求，与舒适性

设计有着天壤之别。 

 

2015 年有个建筑很惹众多设计师眼红，坐落在秦皇岛市昌黎黄金海岸海边的三联

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号称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说到公益图书馆有些勉强，面积仅

450 平米，到那里读书的人主要是体验面朝大海捧本书的感觉，晚上想看书可能还得自

带照明。这个项目之所让人眼红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约束去设计舒适性，这并不是每个

建筑师可以有机会去体验的，即使有这样机会也不是每个设计师都可以达到这样另类效

果，另类到到大家都认可其“孤独”，在海边孤独的建筑有很多，为什么这个建筑就获

得如此多的赞赏，原因在于它很好地将当今国人的精神需求描述在建筑设计里，很好地

利用周边空旷这个难得的条件，而很多海边建筑还要尽量增加周边的装饰物，但是这个

“孤独”的设计什么都不要，只能看到故意裸露的结构本体，反倒符合大家都想成为另

类的意淫，看看人家的简介“有一座面朝大海的图书馆，独自伫立在空旷的沙滩，恍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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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尽头……望不到边际的大海，是一个极其空旷的背景，每一块石头，都有着强烈

的存在感。建筑师希望，这个图书馆也能够像一块石头，坚硬地存在于这片海滩上。”

而你走到那确确实实会体验到那种虚幻的孤独感，至于说要开车去造访建筑没门，必须

徒步走几百米才能进得去，灌得鞋里都是沙子都成为舒适性体验。如果海雾来了，云里

雾里地读书也是成仙的标志，换到国家图书馆，估计马上要投诉打人的节奏，这都成了

舒适性体验。这些设计效果对于有追求的设计师都不能算难题，这个项目真正让同行最

眼红的其实是唯一性，在这么开阔的视野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建筑，聚焦性如此强烈，比

奥利匹克公园里的钉子还要钉子，这不是烧香就可以求到的，央视大楼再奇葩脚下是一

大堆规规矩矩的楼房，鸟巢再壮阔需要在城市乱象中分辨！孤独”的图书馆就不一样，

无论远近都自成一统，不会有任何杂念影响天马行空的想象，按照区域规划几十年不会

变样，也基本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让建筑师挥霍，最搞的是人家有内涵是图书馆哦，与

海南岛金钱圈禁的物质海滩建筑是完全不同的开放性，精神的需求是无上的，这个建筑

有多大、多高、多重要全在想象的空间里，这就有延展性，以后肯定有逗逼范的电影在

这晒文艺。 

 

建筑具有精神承载体作用是很神奇的事情，远古先民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情况

下，也要先建个图腾祭坛来表达精神意愿，有了这类建筑就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

科学出现以前人类就是这样的认为的，从政治角度出发也是需要这样去带领群体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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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所以历史上留下来的建筑大部分都是这类精神家园，包括教堂、寺庙等，像梵蒂

冈西斯廷教堂为了赋予其神的属性，教皇命米开朗基罗依据圣经的故事创作《创世纪》

和《最后的审判》而名扬天下，这种盛名显然超越建筑本身所能提供的附加价值，无论

人们是否信仰圣经，走入西斯廷教堂也会被创世纪壁画所震撼，此时的建筑既是历史文

明的承载体，也是人们精神寄托的具象体，引得人们经年累月去顶礼膜拜。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群体或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去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建筑仍然

是重要的表达方式，像中国乡村里的祠堂、牌坊、家族墓地都是具体的形式，对于群体

成员具有强烈的延续感与威慑力，历史上很多部族冲突都是以破坏和保护祠堂为高潮，

其冲突焦点并不是建筑，而是附加在上面的精神力量，在中国上世纪 60~70 年的政治

运动中，摧毁无数的庙堂，看起来是倒掉一批建筑，实际上是打垮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支

柱。 

随着科学的出现更确切地说是文化普及后，人类开始琢磨靠立个建筑祈愿上天这事

好像不太靠谱，于是神学、宗教的庙堂在科学背景下便不再辉煌而显得没落，因此当今

的中国，首先没落的是家族祠堂这类有限群体性精神载体，它们的受众范围小而有限，

随着人口迁移、生活方式改变都在逐步消弱其神圣性与神秘感，经常在电视中看到很多

家族祠堂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演绎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是没落的表现，因为它失去了

受众日拜夜叩的虔诚，而徒有加强仪式感的纪念表演，就像普罗大众到宗教圣地旅游一

样，在那里肯定是虔诚的，离开后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这种表演在经济环境下更多的是

价格体现，拥有这类像古董一样的东西需要花多少钱，来弥补精神寄托过程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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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生做出一个庙堂，很难再现西斯廷教堂的辉煌，因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已经多

样化，特别是文化因素，历史上有文化的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非常低，因此掌握文字能

力的人具有很强的话语权，也会掌握群体的思维导向，因此中国古代读书人一直享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虽不至统治社会，但可以影响地方，直到清朝读书人一捧起孔圣人的牌

位，连官员都要低头叩首，因为地方历史志书是靠读书人编写的，祠堂庙宇由读书人来

撰写匾额和碑拓，这类读书人必然是出类拔萃之辈。到如今基础文化在中国已经相当普

及，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自己的精神主旨，却没有那么多的建筑可供大家书写，这就造成

新的冲突，比如刻一个“到此一游”就是最直接、最经济的表达，可惜其“唯一性”很

快就被更多的“到此一游”淹没，或者能够清除的话很快就消失，随着知识水平和公共

意识的提高，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建筑其实也有这种现象，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历

史上似乎只有著名的建筑，今天的设计水平已经空前（绝后恐怕没人敢说），那我们要

做的一定是 XXX 级的建筑，不仅设计想这样干，出钱盖楼的人也这么想，这就不妨碍

造出各种神奇的建筑，别人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参与者都是以神圣的使命在拼搏建造，

因为神奇的建筑就是他们心中的巴别塔！ 

--------------------------最后三段分割线-------------------------- 

2016 年 2 月份有个事情在建筑圈内很热闹，就是张家口 2022 年冬奥会场馆方案网

络评选，本来该张家口市民操心的事，结果人家玩不过你们这些大咖，变成建筑设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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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体拼杀，好像以后设计人员都会到张家口去搞体育健身一样，五个设计方案的主体

单位更是火爆上阵，全员掏出手机发动群众投自己的票，据说很多人五个方案都投票，

反正中国的选举都是有特色的，搞个群众投票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架不住朋友情，都

投一票很正常，就像你们全家都设计冬奥会场馆一样。话说要是通过网络几张效果图就

能看出哪个方案好，我觉得大家的体育修养真是高，都是几个蛋蛋组合加上切豆腐块的

案板，能看出区别？我还以为是卖戒面呢！ 

 

从前有一个体育场，要做特么雄伟，大家都不知道该咋弄，正好一泡鸟巢掉在地上，

忽然之间大家就知道怎么干了，于是画图画成狗，唱歌唱到天亮，只想着赶紧建成后能

到那里进行体育锻炼，什么精雕细琢，什么粗制滥造，终于等到建成那一天，然后就没

然后了。。。。。。 

后来还是有后来的，画图狗又设计了很多体育场，遍布中国，哦非洲也有，只是还

是跟画图狗没啥关系，画图狗喜欢在马路上撒丫子跑，然后在微信上晒自己围着体育场

跑了几圈，这就是建筑行业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