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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统筹 _ 朱诗琳（本刊记者）

李振宇1981年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本科期间

创办学生社团“青年建筑学会”、提出“不要修复圆

明园”、毕业设计“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楼方案”被采

用，成为了他人生中的特殊经历；攻读硕士研究生阶

段师从陈从周先生，去全国各地调研的经历丰富了

他的视野；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受国家公派和德国

DAAD资助，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进修，这段经历为

其以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打开了新的天地。在李振宇

的求学生涯中，同济大学开放的学术氛围，成就了他

此后的建筑人生。

同济大学的精神是“同舟共济”，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的文化内涵即“缜思畅想，博采众长”。同

济建筑学教育在66年的历程中形成独特的风格，在

不断创新之中发展，在顺应或预见社会变革中做出贡

献。学院里有非常好的学术底蕴和传承，以及学术民

主思想。在李振宇的理解中，于个人而言，要有博大

的胸襟，要有一种主动学习、主动发现的精神，秉持

多元的、开放的、前进的、变化的心态。也正是基于

这样的理念，李振宇引领着一届又一届的同济人追求

着崇高的理想。

在李振宇看来，建筑是城市乃至于国家的形

象，建筑艺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外化表

现。国内大量建筑实践体现了在社会矛盾和妥协中的

价值取向，是自下而上的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建筑以经

济性为主导的建筑形式，表现出力求收敛和节俭的内

在以及强势的外在。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初，在国

内建筑界充斥着新奇怪诞建筑形式的背景下，建筑体

现了对民族文化识别性的反思。时至今日，“和而不

同”的理念需要建筑师对中国文化渊源的理解和自

信，豁达包容，不委屈求同。这一现象与国内建筑

界也已显现的文化自觉现象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同步。

国内建筑师从西方建筑思维中走了出来，逐渐具有了

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开始基于自身文化的范式的探

索。建筑形式既不拘泥于对中国传统形式的直白表

达，也不一味模仿和移植国外范式，而是在融入当地

氛围，符合当地审美趣味之间取得平衡。李振宇历经

八年设计的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提出的口号就是

“和而不同”。因为是在德国建造中国总领馆，李振

宇既不愿意突兀地将中国的屋顶照搬过去，也不愿意

建造一座完全德国风格的建筑，仿佛在德国租了一座

房子。李振宇希望找到一个中国文化和德国文化的最

小公倍数，因此便设计了一个半开放庭院，加上一个

48米乘以48米的半围合体量。虽然仍有些不足，但

是在李振宇看来是一次进步的尝试。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建筑形式的追求也

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最原始时期的追求生存到古代时

期的追求秩序，从现代时期的追求功能再到后现代

李振宇

1964年生，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同济大学，1997—2002年获同济大学、柏林工业大学联培博士学

位。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建筑学

学科成员；德国包豪斯基金会学术委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柏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时代建筑》编

委。主要从事建筑学教学、设计、研究工作，重点关注住区与住宅设计、外交建筑、国际建筑教育合作。

设计项目超过100个。

曾获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五届建筑创作奖优秀奖，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五届建筑创作奖佳作奖，2013年

教育部优秀勘察工程设计三等奖，中国建筑学会2012年中国人居经典规划建筑金奖，2012年柏林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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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青岛德国中心生态园

_ 嘉兴市子城片区概念规划与城市设计

_ 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

在文学领域，李振宇虽然很敬佩那些能

创造出高深、绚丽、冷峻诗词的诗人，但是

在获得一系列人生感悟后，他更喜欢亲切生

动近人的白话叙事方式。基于如此认知和喜

好，李振宇将“白话建筑”作为自己崇尚的

一种建筑观。在李振宇的课堂中，他常常对

学生说，“在情理之中寻求意料之外”是一

个普通建筑师应该具有的追求目标；沟通交

流上，也力求寻找环境与构思的“耦合”，

用住户和建设单位能够读懂的语言说出自己

的想法；在自己的建筑实践中，也喜欢用常

规的建筑材料、普通的建筑元素，通过特定

的方法形成有趣的变化和搭配。在李振宇看

来，所谓的“白话建筑”就是追求平凡生活

中的变化趣味。

追求多元。建筑除了承载着历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外，也伴随着一座城市的文明与文化的发展。李振宇认为不管是历

史建筑还是新式建筑，唯一始终不变的一点是，都必须起到为人服务的作用。一些人往往会觉得，为人服务就是为使

用这栋建筑的人服务。但在李振宇的建筑理念中，建筑的“为人服务”还应该体现在为住在周边的人服务，甚至是为

偶然路过的人提供服务。他表示，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使用大量的资金提升了城市的配套服务，如发展

地铁、兴修道路、污水处理等，这些对于城市的发展都非常有利。至于在城市公共建筑的使用功能上，应该更多考虑

多元和共享。比如歌剧院的建设可能花费了大量的成本，为了让去听歌剧的人获得更好的视听享受；与此同时，歌剧

院前的草地应该是开放的，使得周边的居民能够有一个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歌剧院邻街应该是咖啡店、书店等为普

通人服务的空间，让路人也能够共享这栋建筑，让建筑更好地服务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融入城市当中。从历史的角

度观察，李振宇认为传统城市是与人的尺度相关的，所以一般来说表现为细密的特点，但是人们一直在追求大壮的过

程。到了现代主义，有条件实现更大的尺度、功能分区，甚至以车为本。今天中国建筑又开始重新思考，回归近人尺

度，重塑街道空间，探索开放街区，这个历程整整经历了将近30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