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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统筹 _ 朱诗琳（本刊记者）

1999年，王辉与刘晓都、孟岩共同创立建筑设计事务所——URBANUS都市实践，当时

起“都市”这样的名字时，这个词还不流行；如今它不但是建筑师的口头语，还是各种人文专

业的时髦词汇。同样的词，每家的说法也不一。都市实践的“实践对象”是都市化、都市模

式、都市形态，以及都市人、都市物、都市情、都市景，等等。这个名字对王辉而言就是一种

自我激励，他想要努力去做些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的事情。虽然事务所不是某种建筑类型的专

业户，接项目时不是很刻意地要围绕某一个主题，但会把零散的项目归拢到某一个方向上——

简单点说，就是持之以恒地对都市的思考；精确点说，这些思考不是关于都市的定量，而是变

量。“我更关心当‘都市’成为一种‘想象的共识’时，我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什么，让

都市有当下的都市性。”当然，建筑师想做什么不由自己说了算，只能是接到什么项目才能开

始做什么。但甲方的初始条件都是抽象的数据、条理化的任务书、务实的政治和经济诉求，这

些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能打动人的建筑雏形，这个空间就构成了建筑师的话语空间，是“建筑师

可以让建筑做什么”，发挥得好会是甲方、乙方、使用方的三赢。事务所20年来随着时代变化

不断讲述的都市故事，就在这个空间里。

     王  辉，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设计课导

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建筑研究与设计中心客座教授。1999年王辉与刘晓都、孟岩共同创立URBANUS都

市实践，并将其发展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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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成府路150号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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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雄安绿色建筑展示中心

_ 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 _ 五龙庙环境改造设计

从社会学观点看，“都市的社会性”和“社会的都市性”是互文的。王辉生活在北京，近些年会深刻感受到

“首都功能”的再定位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例如事务所承接了一个在清华大学对面的旧商场和商务楼的改造

项目，将之变为一个高科技的研发和孵化基地，招商对象是全球顶尖的AI公司。这个项目背景是在国际科技竞争压

力下，海淀区要用对存量的“腾笼换鸟”式开发，来改变城市的经济地理。这是一个非常有“当下性”的挑战。改

造设计从成本和程序上最简单的做法是立面再包装，但王辉的理念还是从营造自屋顶花园流淌而下到中庭的交流空

间出发，设计出一个人文的科研环境，让科研人员能够在一个有情调的都市空间中焕发出生产力。当然为此也付出

了很大的结构改造和成本的代价，但从业主到设计师，都对城市的升维达成了共识。

在经历无数次新的尝试后，王辉会对这些实践产生新的思考，个人或事务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在

URBANUS都市实践整体理念的延续性前提下，王辉有意识地把项目方向往三个方面发展：

第一，让一个单体项目去表达一个社群型的街区，例如雄安绿色建筑展示中心。雄安可以是一个理想城市的

化身，雄安绿色建筑展示中心设计项目探讨了一种把城市—街区—建筑融为一体的设计路径，也有机会用一个具体

的街区建筑设计来实现这种理念的合理内核，并把它发展成可复制的范式。第二，找到一个有社群凝结力的抓手。

在2019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获得好评之后，王辉越来越有意识和信心在一般性环境中建造植物温室，他相

信这会成为非常宜人的社交平台，可以发生在商业、办公、校园、住区这些人与人需要交往的环境里，并由此产生

社区空间的活力。这种应用在北方地区尤为可行和必要。所以事务所曾成功说服了甲方在两个城市展示项目中以温

室为媒介，展示有温度的未来社区生活。第三，在活化文物的前提下把历史和当下生活结合。关于这方面的思考，

王辉在发表于《建筑学报》上的《从文物到博物》文章已完成了理论化总结。实践中，在国宝级文物五龙庙和西侯

度两个环境改造设计项目上，获得了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也激发了王辉去放大一般性历史遗痕在当下生活中价值

的兴趣。所以，历史遗产的再利用是他选择项目的一个兴趣点。最近在太原西铭村广仁寺做的废墟再生就是这样的

尝试，这个项目探讨了文物保护等级比较低的普通村庙在都市化的激流中还有没有诞生的可能，在这样的拆迁废墟

中，王辉若能复活一个历史片区，那就是一个城市再生的故事。

对这三个方向的定位，也体现了事务所从“泛都市”的实践逐渐转向“精准都市”的实践。有了精准的目标，才

有可能为下一步的专业成就提升找到方向。

当下虚荣浮躁已经成为这个社会难以抑制的病症，而王辉则从中看到了更多的希望：“其实中国有很多创新，

当然，也存在负面因素，但改变也是一种动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整个社会就像流水，且是一

种更清新、更有活力的上下流动，而不是一种死寂的、郁闷的上下流动。”王辉并不会让自己深陷时代的漩涡，被

转瞬即逝的浪潮推来涌去，他保持着异常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走在建筑实践的前沿。他认为，除去社会动能，人是带

有势能的，这种能量来自个人的能力和积累。“在这个时代，一个人不用去追赶时髦，而要把自己变成时髦，这就是

他的势能。”王辉谈到了自己多年的建筑实践，自身的坚持给了他如今面对时代这份巨大动能时的从容，而这份从

容如同钢钉一般扎进泥土，反而激起了漩涡的片片浪花。（部分图片与文字资料来源于“有方”网站，http://www.

archiposition.com/items/9c35d207ec，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30日）

_ 山西省太原市广仁寺环境提升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