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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文字统筹_丁 宁（本刊特约记者）

作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建筑

师，陶郅见证了中国整个现代建筑行业发展的历程。

对于建筑的理想，陶郅有自己的见解与坚持，他将其

归结于“此时此地”。“此时”有两个意义，一个是

他个人建筑水平的最高点，希望每一次创作都是用尽

了当下的思考与能力去完成；另一个意义是指作品能

够体现创作时的历史大背景。“此地”指的是建筑与

周围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形成的整体和谐。

当代建筑师除了平常的设计创作事务外，有的

在境内建筑高校里执教，与“学院派”的教师共同形

成强大的执教群体，并从中培养出不少下一代建筑人

才，形成了在建筑学上传承与师承的延续意义与价

值，陶郅就是其中一名。身为大学校园的教授，他看

到了国内外建筑师的差距，他认为差距从教育开始。

在国内从小到大的学习都是为了拿一张入场券，教育

在于目的，却忽略了过程。学校欠缺对学生创造性思

维的培养，从而造成思想的开放度不够，哲学的根基

也打得不实。建筑学虽然属于理工类，但其实与艺术

有很大关系。许多选择建筑专业的学生连最基本的素

质都不具备，大学授课都要从最基本的美育培养起，

不如西方的建筑师起点高。同样，中国大众普遍的品

位和审美标准比较低，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业主的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建筑师的创作，若在此情

况下建筑师没有尊崇或坚持的审美原则和能力，作品

质量必然低下。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地标因盲目追逐高

度而变得“千楼一面”时，陶郅认为，建筑师在自身

_ 长沙“三馆一厅”效果图

_ 长沙“三馆一厅”全景效果图

陶  郅

1985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建筑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国家一级

注册建筑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副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2004年获亚洲建

筑推动奖，2006年羊城十大设计师，第四届中国环艺设计学年奖、最佳指导教

师奖，第六届梁思成建筑提名奖。“地冷空调研究”获得联合国发明创造科技之

星奖。其设计涉及交通建筑、大型公共建筑、文化和教育建筑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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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建筑的“此时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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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郑州大学

_ 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获2004年度全国优秀工程银奖、2005全国十大建设科

技成就奖、第五届詹天佑土木工程奖

陶郅的作品中，校园规划作品是浓墨重彩的一

笔，建筑由于使用产生价值，但人们常常也会思考

校园建筑应当怎样体现人文价值。陶郅认为大学的

人文气质不是建设出来的，是一种历史的积淀。与

其说要让大学校园的建筑体现人文精神，不如说建

筑师的努力在于为创造人文价值提供环境。由于突

出的使用人群和文化技术性，在对大学城的设计中

可以打开空间与空间之间的隔阂，功能上相对的混

合使用使某些区域具有高度交叉可及性，建立多元

行为载体，制造各种随意交往机会，促使空间上各

种行为的交织，从而增加交往和交流的频率。如让

文理科的教学楼交叉，设计更多让人放轻松的公共

场所，各种功能区适度交叉布局，学生往来增加，

获取信息方式增加，校园总体效能增加，让大学生

在专业之外感受更多其他学科的精神。在郑州大学

新校区规划方案中，陶郅及其团队在整个校园网络

上设计了一些关键点，这些关键点是信息的交流

载体，是互动交流的场所，因而建立起整体互动的

校园网络肌理，成为供学生交流的信息传播点，学

生的活动由关键点有机串联起来，形成生动的校园

网络运作。这样，社会与校园之间、学科与学科之

间、教学与生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都有了交

往的共享空间，高效、活泼、生动的校园文化价值

也应运而生，对新校区最初规划设计初衷中需要体

现的人文环境、文化内涵、学术氛围以及发展目标

等有了很好的呈现。

不断提高审美认知的努力中找到建筑所需要

的地域特点和文化个性，不急功近利、不投

机取巧是规避建筑趋同性及美学功能下降的

重要因素。耸立于长沙市新河三角洲的长沙

市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及城市规划展示

馆，组成了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三

馆一厅”建筑组群。陶郅认为“三馆一厅”

植根在湘江和浏阳河汇流处，便设计出造型

自由的建筑群，外立面用充满沧桑感的混凝

土浇筑而成，如同从城市奔向江河的一组强

有力的顽石，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和积淀，

有一种岁月沉淀感。“很多人都在强调建筑

要体现地域特色，但不是单纯从建筑造型上

去努力，这是一种狭义理解。比如，湖南人

骨子里是倔强、刻苦耐劳、吃得苦、霸得蛮

的，那么‘三馆一厅’在设计的时候，用的

线条就是有棱有角的直线，而不是柔美的曲

线。”陶郅强调，要拓宽建筑文化的视野，

不是停留在追求“形”上，应当考虑场地的

特点以及当地人的个性，这样的建筑作品才

能以其新颖独特的设计语言丰富城市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