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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梳理了近十年中国建筑师 乡土营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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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以及引发的社会效应 。 研究分两部分
，

“

营
”

ａ 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ｐ ｌ ａｙｓｉｎｖｅ ｒｎａｃｕ ｌａ ｒｃｏ ｎｓｔ ｒ ｕｃｔ ｉ ｏｎｉ ｓｆａ ｉ

ｒ
ｌ

ｙ

与
“

建
”

，

即一方面关注社会协作机制 、 媒体传播等ｓｕｂ ｔ ｌｅ ， ｂｅｃ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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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
，

另
一

方面探究材料组合 、 研发构件与节点ａｄｅ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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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建造方式 。 乡土实践中建筑师的角色微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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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 、 监理甚至施工方于
一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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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需要因地制 宜 ， 不得不扬 弃自 身 的专业及技能 。 ａｎｄｓｏｃ ｉ ａ ｌ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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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近十年部分参与 乡土营 建建筑师的个人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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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地的实践又迫使建筑师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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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师
”

其实是
一

个舶来词 ， 今天它指称了建背后是教育背景 、 立场和专业技能的差别 ， 这也构成

筑设计整个行业
，

但习惯上仍 然把在 自 己生活的乡村了建筑师与匠人之 间的区别 。

（ 或说乡 土环境 ） 里盖房子的本地人称作匠人而不是本文尝试综合社会背景 、 建筑师的建造活动及社

建筑师 。 本文选出的参 与到乡 土营建中 的建筑师 ， 指会效应等层面来对当代中 国乡土营建中 的部分有代表

的是接受过建筑学教育 的
一

批人 ，
而不是乡土环境意性的 案例进行分析 。 在本文选取的建筑师及团 队中 ，

义上的匠人 。 因此
，
本文所谈的

‘‘

乡 土营建
”

是指外有致力于研发轻量建造体系的朱竞翔 ， 有强调协同造

来者在 乡村开展的
“

在地实践 、 也就是说 ，

主导
“

乡屋 、 鼓动村民联建 、 简化构造体系来压低成本的谢英

土营建
”

设计的主体不是本地人 。 这种身份上的差异 俊
，

有作为境外援建力量代表与 当地政府沟通的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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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 性质分类 （ 据娄托方与 受众 1

■■■■
特定寧件营 理 爱心捐 赠

一

般委托其 他

1
．近十年 乡土营建部分建筑师及建筑作品列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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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 有多次参与希望小学工程的李晓东 ， 有留洋 归来渐增多 ， 而新媒体的报导就更多更频繁 了 。 不仅这些 2 营建策略与机制 问题探讨

的建筑师华黎 ， 有驻场在国境边缘地带盖房子 的标准建筑师自 己撰写学术文章介绍 自 己的思考与作品 ， 评不同建筑师介入 乡土营建 的方式有 别 。 乡 土营建

营造 ， 有扎根大理的新锐设计师赵扬
，
有注重本土设论家与理论界也愈来愈关注 乡土实践 ，

这逐渐形成相面对的复杂现实 问题迫使建筑 师首先考虑在建设链条

计的崔愷 ， 等等 。 他们在 乡村从事建筑实践的过程各对 良性的社会效应 ，
尽管类似报导未必凸显

一些最根中建立怎样的机制 （
ｍｅｃ ｈａｎ ｉ ｓｍ

） ，

而不是 怎么盖房子 。

不相 同 ， 获得资助的来源以及实践策略大相径庭 。
这本的 矛盾 与问题 。 当公众对 乡土 营建的关注度提升 ， 我们看到很多建筑师已经在尝试整合从 投资到设计再

是
一

份不完全的列表 ， 本文将他们各不相 同的建筑师势头 良好的社会效应回馈会有 以下几个方面 ： 媒体的到生产的一系列环节 ， 最突 出者如谢英俊 。 同时 ， 建

背景 、 面临的具体实践环境 、 设计作品进行并置对 比 ， 报导 ； 建筑师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现场 建设 ， 扩大项筑师还需要在项 目 的社会推广度 与市场 利润之间取得

以分析他们在乡 土营建中采取的多样策略 。目 参与度 ； 与高校合作 ， 结合教学与科研 ；

将实践成平衡 。 在不少 乡土营建的项 目 里
，

建 筑师实际上能赚

果转化为学术研究计划并进行出版 、 传播 ；

研究体系取的设计费极微 ， 甚至赔本 。 但无论是从 关注作品本

1 愈受关注的 乡土营建的健全与可持续以及建筑师团 队内部的延续机制 。身的建筑学价值的角度 ， 还是从试图检视作品的可行

将
“

营建
”

拆分 为
“

营
”

与
“

建
”

，

这包 含两个从本文简略整理的
一些建筑师在 乡村的实践作品性与推广性等角 度看 ， 这类 乡土营建都不再仅是

“

委

部分的内涵 。 在经营 层面上 ，
建筑师其 实属于下位 ， 来看 ， 建筑师实践差异之巨大 ， 已经到 了

一

种 无法恰托——设计
”

这种简单的二元互动 。

专长本不在统筹开发 、营销与管理 。 而在 乡土营建 中 ，
当地概括出他们共同特征的程度 。 这种差异性正是本从受众及出 资方来看 ， 本文关注的乡土营 建项 目

目 前存在几类不同状况 ， 如有些建筑师长期驻场 实践文试图呈现的 乡土营建介入方式的多样化 。 从 图 1 中有这样几类 ： 第
一

类 营建项 目 大多 由特定事件主导 ，

乃至后来将监工 、 调解等都纳入 自身工作范畴 ， 有些首先看到 ， 建筑师介入 乡土营建的密度在增大 。 国家主要出 资方为国家或地方政府 、 慈善机构等 ，
受众 为

建筑师则通过与材料承包商等合作来扩大 团队 。 但无对
“

三农
”

问题的关注 、 灾后重建 、 西部开发战略 的整个 乡镇或村寨的居 民 ，

形式常 为统筹统建 ； 第二类

论何种 ， 都超出 了 建筑师原本的工作范围 。 这样相比推进等 ， 吸引建筑师越来越多参与 到 乡土 营建 中去 。
是爱心捐赠 ，

比如希望小学 、 爱心医疗卫生站 ，

受惠

之下
， 在 乡村环境中 实践的建筑 师的身份 内涵 比起在图中 横轴方向上的长度表征施工时间 。 能够看 出 ， 有面比前

一

类窄 ； 第三类是
一

般的委托项 目
，
委托方可

城市中做设计的建筑师的身份内涵要丰富 。 然而 从社些项 目 ， 像黄印武在云南沙溪的修复工程 ， 因有瑞 士能是当地的利益共同体比如 乡镇企业 ，

也可能是来 自

会效应 回到设计作品 ，

只要建筑师这个 角色还存在 ， 修复团队的参与 、 与当 地政府反复磋商等原 因 ， 工期外地的私人业主 。 在这类项 目 之外 ，

还有 少量独立项

他的一切专业技能就必然首先体现在
“

造
Ｍ

这个层面居然可以长达六 、 七年 。 而朱竞翔最近
一

、 两年完成目
，
比如乡 土教学基地等 。

上 。 在乡 土营建要解决的
一切机制 问题之外 ，

说到底的小项 目 ， 如四 川 白水河 自然保护站 、 雅安栗子坪 熊很有趣的
一

个对比是谢英俊与朱竞翔 两位建筑师

还是得盖出房子 。

一些在高校建筑学教育默认 的评判猫保护站
，

一切材料都可以在成都及附近的工厂完成及其团队的实践 。 灾后重建给建筑师带来需要解决快

标准 ， 如材料 、 空间等 ， 在 乡土营建 中随时可 能被瓦加工 ， 然后投运 、 安装建造 ， 在现场 的工期甚至可 以速建造问题的严峻挑战 。 谢英俊与朱竞翔 的团队面对

解掉 ， 低廉 、 实用 、 快速建造等成为主宰 的因 素 。 显缩短至一天 。
这类 乡土营建项 目 在周期上的 巨大差别 ，

这个 问题采取殊 途同 归的应对策 略 ， 比如说轻钢 结

然 ， 建筑师并不希望 自 己的作品跟
一

般农房无任何差以及项 目背后建筑 师与各方 力 量的博弈 、 讨价还价 ， 构是他们 不约 而同选择的建造体系 。 谢英俊在 1 9 9 9

另夂 亦不希望纯粹的美学追求使得造 出来 的房子成 了给学界研究带来富有张力的
一点

，

就是机制 尚待健全年台 湾 地震 后即开始以
“

协力 造屋
”

的指
“

鸡助
”

。 那么
， 在 乡土营建 中用 以权衡与博弈 的策略的乡 村现状与要求流程走向 完善的设计市场发 生的碰导思想参 与灾后重 建 ， 待他在 2 0 0 8 年参与汶川 灾后

就变得尤为重要 。撞 。 笔者认为 ，

这种碰撞为 建筑师提供 了
一

条 另类的重建 时已经 有近十年 的建造经历 。 期 间 ， 谢英俊从

今天 ， 传统的主流建筑纸媒对 乡土营建 的报导 日实践道路 。 2 0 0 4 年开始将实践延伸 至大 陆地区 ， 在温铁军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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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下 ，

通过参与河北定州晏 阳初 乡建学院来检视 新点放在材料和工艺的组合上 。 夯土墙 、 毛石墙 、 土

自 己的实践理念 。 谢英俊的
“

简化构 法
” ①

目 的在于 砖等等都是首选的 乡土材料 。 建筑师把控作 品材料 品

让建造平民化 ，

另
一方面是试图经过化繁 为简 来扩大 质的重要

一

点是发挥当地工 匠擅长 的建 造术 。 标准营

建设量 ， 汶川灾后的羌寨杨柳村重建就是一个成功例 造的雅鲁藏布江小码头 中让当地 师傅以熟悉 的方式建

子（ 图 2  ）。 朱竞翔 团 队自其汶川援建起开始研发的
“

新出粗糙石墙 （
图 4  ） ，

赵扬在 大理双子客栈里组合 了

芽
”

轻量建筑体系
＂＾
是一次对建造体系在提高建造速木柱 与毛 石墙 （ 图 5 ） ，

华黎在高黎贡造纸博物馆 中

度 、 增进 团队运营效率上的尝试 （
图 3 ） 。将手工纸直接作为展厅内墙材料 （

图 6 ） 。 当建筑师

黄 印武坦言 自 己 《在沙溪 阅读时间 》 中写出来的选择
一

种与 当地匠人熟悉的建造方式不同的构造设计

修复经历只是整个项 目 运作环节 中很小 的
一部分、 时 ，

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工地上与工匠商讨具

这个项 目长达六 、 七年 的过程中需要不 断协调 当 地政体做法 。

府 、 境外基金会与施工 队伍之间的关系 。 李晓东参与不过
， 与 常规的单栋建筑的设计与 建造有 别 ，

一

的第
一

个希望小学项 目玉湖完小 ， 建造资金
一

部分来些建筑师从 乡土实践的
一

开始就在试验
一整套 建造体

自新加坡和 中国的捐赠者 ，

一

部分 来自 当地政府的拨系 ， 而且 常常是有 别于当地熟悉的材料的建造体 系 。

款 。 而资金链条给 营建行为带来的制约 不仅出现在前谢英俊和朱竞翔的 团队依旧是
一对可做比较 的重要例

期立项
，

还会一 直延伸到结构体 系 、 维护 材料等方面 。 子 。 为了 适配快速和大规模建造 ， 他们 都选择 了轻钢

在城市 中执业 的建筑师 ， 成长于将建筑设计作为结构 。 钢材的强可塑性 、 强组合性满足了谢英俊对 灾

产 品市场运作的环境 中 ， 由此形成 了
一种职业身份 。 后大面积 自 主重建 的构想

，

也满足了 朱竞翔 对项 目

然而 ， 在边远乡村地区 ， 不得不对这种 身份进行在地预制化高 、 快速 组装 的要 求 。 前者
一直期待 着协力

转译 ， 以便接上乡 土地气 。 在 某种程度上说 ， 有一些造屋气 图 2 ）
，

后者则利用外部基金的支持尝试
“

空投
”

乡土营 建是
‘ ‘

空降
”

项 目 ， 它的诞生与 乡 民并不发生高 完成度 、 高整体 性的预制作品 （
图 3

）
。 在 轻钢框

直接关系 ， 它的出 资 、 设计 、 建造很可 能都独立于它架结构的基础上 ，
两者 的最大 区别在于谢英俊注重搭

所在的村子 ， 唯有在建成之后归村民共同使用 那 么
， 框架 ， 而朱竞翔重在 围护体系 。 朱竞翔 团队对填充材

建筑师如何操控项 目 以及保持与当 地的后续关系 ？ 在料的重视是保证其作品控制力和 完成度的重点 ，

而谢

这种情况之下 ， 建筑师对建造 和材料的把握能力就显 英俊或许本来就不大注重完成度 ，

而看重社 区效应 。

Ｂ ． 朱竞翔主持修建的四 川剑阁下寺新芽小学
得尤为关键了 。此外还能看到

，
谢英俊的团队几年前就已经发展到生

4 ． 标准营造的雅鲁藏布江小码头外观

产并 出售 自 主研发的钢构件的阶段 ， 这是建筑师与材 5 ． 赵扬设计大理双子客栈的毛石墙砌筑施工

3 适配当地的材料与结构体系料商 、 制造商合并之后再面 向 乡 土环境兜售其造屋理

造价和建造惯性
＠
等 因 素使得 乡 土营建必 然首先念的结果 。 而 朱竞翔 的团 队不断突破技术难关 ， 在提ｔｆ

ｖｈＤ
．

 ，Ｈ ＫＹ
．

2 ．

Ｒ ｅｃｏｎ ｓｔ ｒｕ ｃｔｉ ｏ ｎｏ ｆ Ｙａｎ ｇ
ｌ

ｉｕＶ ｉ

ｌ ｌ ａｇ
ｅ

， 
Ｓ ｉｃ ｈｕ ａｎＰ ｒｏ ｖ ｉ ｎｃｅ， 

ｌｅ ｄ ｂｙ
Ｘ ？ｅ

倾向于采用地域材料 。 但分析图 1 所列举的案例却会高 建造速度以及保证建成后良好的室内气候效果的前Ｙ ｉｎｇ ｊｕｎ

发现
， 很多项 目并非主要使用地域材料 。 其实准确地提下 ，

让构件的生产尽 量在地化或邻地化 。ｉ Ｃｏｍｔｍｄ ｔａ ｎ ｏｆＭｅｗ
Ｂｕ ｄＳｃ ｈｏｏ ｌ ｉ ｎ Ｘ

ｉ

ａｓ ｉ

．
Ｓ

ｉ ｃｈ ｕａ ｎＰｒａｖ ｉｎｃｅ
，

ｌｅｄ ｂｙ

说
， 几乎没 有什么材料是

“

地域的
”

，

只在于符不符我们 看到
，

乡土营建若干个共同的建造特征有
：

Ｚ ｈｕ Ｊ ｉｎ ｇｘ ｉａｎ ｇ

， ？ ，ｈ。
4 ．Ｂ ｏ ａ ｔＴｅ ｒ ｍ ｉ

ｎ ａ ｌｏ ｆＹ ａ ｌ ｕ ｚａ ｎ ｇ ｐ
ｕＲ ｉ ｖ ｅ ｒ

，ｂｙ Ａ ｔ ｅ ｌ

ｉ ｅ ｒ
Ｓ ｔ ａ ｎ ｄ ａ ｒｄ

合当地的建设实情 。 木结构与砖混结构
一

般是当 下 乡在设计中大量加入容易获得的或者是价廉的材料 ，

如Ａｒｃ ｈ ｉ ｔｅｃ ｔ ｕｒｅ

村最常见的建造体系 。夯土 、 砖瓦 、 木头 、 竹 ；

不同结构体系的组合程度增加
，

5 ．Ｃｏ ｎｓ ｔ
ｒｕｃｔ ｉｏｎ ｏｆ  ｒｕ ｂｂ ｌｅ ｗａ ｌ ｌｓ ｏｆ Ｔｗ ｉ ｎＨｏ ｔｅ ｌｉ ｎＤａ ｌ ｉ

，
ｄｅ ｓｉ ｇ

ｎｅ ｄｂｙ

在
一

个修复项 目里 ， 以原有工艺和材料恢复或重比如会往轻钢结构中填充竹蔑泥 巴墙 ；

趋向半工业化 ，
ｚｈａ° Ｙａｎ ｇ

6 ． Ｉｎ ｔｅｒ ｉｏ ｒ
ｐ ａｐ ｅｒ

－

ｍ ａｄ ｅ
ｗａ ｌ ｌｓ ｏ ｆＧａｏ ｌ ｉｇ ｏ ｎｇＰａｐ ｅ ｒｍａ ｋ ｉｎ ｇＭｕ ｓｅ ｕｍ

，

塑老建筑的样貌是必要的 。 新建项 目 很多时候会将创手工建造 的比例相对高 ；

人工报 酬较为弹性 ，

它占据 ｄｅ ｓｉ ｇ ｎｅｄ ｂ
ｙ
ＨＵａ Ｌ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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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

的支 出 费用在不 同项 目里差别很大 ，
这决定着此项 目 重实践中 的社会参与度的建筑师会 比较看重模式的推 就要将工序简易化 。 所以 ， 在同为框架体系的材料中 ， 钢材就

的社会参与度 。广
，
不遗余力地整合着他的资源 。 要看待－个 乡 土营■■工「—胃＿

的型材加工 ， 在现场只需组合 ； 木材开凿榫 卯等都是专业技术活 ，

建模式的持续度与推广性 ， 我们不得不 回到乡 村的
＿

—

般民众无法立即掌握 。

4 能否持续 ？ 能否推广 ？般状态去分析问题 。

这几类 乡土营 建模式更像是
一次试验场上的若干当 资金来源拮据时 ， 乡土营建 的各种矛盾 才全盘

参考文献 ：

个板块的实验 。 谢英ｆｅ 协力造屋 的理念近些年在 浮现出来 。 大事件 （ 比如灾后重建 、 国家 反哺政 策 ）

⑴ 侯正华 ， 张柯， 张弘 ．

“

标准营造
”

雅鲁藏布江小码头 Ｕ ］
． 时代

社会上的传播 ，

让大众和学界都对他的鼓动方式产生引发的 乡建运动不应该是 乡村生活 的常态 ，
否则 乡建建筑 ， 2 0 0 8 （

6
） ：  6 4

－

6 9 ．

好奇 。 大众媒体和学术期刊的报导一方面描述着第一 内部的矛盾都在政策与慈善 的秤砣下被举轻 了 。 事实
［ 2 ］ ￥＆

■

■Ｕ 1
－ Ｗｆｔ

建筑 ， 2 0 1 3
（

4
）

： 4 8
－

5 1
．

线的造房经历 ，

另—方面剌激着社会对乡 村建设财 上
，
建筑师参与 乡土营建没有固定唯

—

的模式 ；

［
3

］
■武 ．在沙溪阅读时间 ［Ｍ

］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厕 ．

一 番想象 。 此外 ，

一个建筑师团 队研发的建造体系试师参与 乡土营建 的困难之处还在于在政策和 慈善之外
［
4

］ 朱竞翔 ． 轻型建筑系统的实验及其学术形式 ［几 城市环境设计，

图在某个地域作推广运营 ，

必然要考虑的事情是培育如何适应 自 由市场 。
至此 ， 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 ， 社 2。 1 3

（
8

）
： 2 4

：
2 5 1 ＿

^

当地的加工和施工 团队
’

除非建筑师愿意每次都耗费 会分工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

在 乡村亦不例外
’

最为
Ｂ？

Ｍ Ｃ ＥＤ 0

2

ｉ？Ｓ＾？ｉ＋

成本进行长距离运输 。 朱竞翔跨越地域的项 目 运作 ， 突 出的表现是农 民工进城务工 的问题 。 微观的建造问与建造 ｍ ． 时代建筑 ， 2 0 1 5
 （

2
）

：


4 8

－

5 3 ．

曾经出现过
，

设计团 队在香港 、 加工车间在珠三角 、 题难 以改变上位的城 乡格局
，

建筑师不能 寄希望于盖 ［
7

］
朱竞翔 ． 轻量建 筑系统的诸种可能 ⑴ ？ 时代建筑 ， 2 0 1 5

（
2

）
：

建设工＿四 川＿态 。 长距＿＿调运
’ 为＿ 起几—能给 乡村＿■村＿生活＿本？岳 ， 谢英俊 ． 以社会性的介入质疑现代建筑的方＿ ． 时代

保证项 目 的高完成度 。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

每一类
“

吃改变 。恐怕任何
一

类乡 土营建模式 的推广 都存在危险 ，建筑 ， 2 0 0 7
（

4
）

＝ 3 8
－

4 3 ．

螃蟹
”

的 乡土营建都首先在检验实践的可行性 ， 随后因 为 当模式被通常化之后 ，

应对复杂 多变的 乡土营建Ｍ 黄孙权 ． 三种脉络 ．

三个方法一一谢英俊建筑的社会性 ［几 新建

縣的问题就是能否持续与推广 。情况的潜力就可能翻弱 了 。

＿

筑

黄：：＾
9

的轻钢结构乡村建筑实咖 ． 新建筑 ， 丽⑷ ：

本文选取介绍的这几位建筑师只是当 下参与 乡土 8
－ ｎ ．

营建的建筑师中很小的一部分 ，
还有大量的建筑师在注释 ：

⑴ ］ 朱竞翔 ． 创新与应用
——

寻找面对自然的多种可能性 ［几 城市

大型设计院 、小型事务所里参与设计乡村建设的项 目
，① 谢英俊的

“

简化构法
”

是他抵抗集成式的工业生产及建造的手段 ，环境设计 ’ 2 0 ！ 3
（

Ｚ 2 ） ：

1 1 6
－

1 1 7

、

圣
、

十巧仆抝件书占本 彳 卜非去心的 ｅＡ州邰亩达矣 ｈ诖
、

止［ 1 2 ］ 史永高 ？ 身体的置入与存留
一一

半工业化条件下建构学的可能

限于 篇幅 ， 留待 曰 后研究 。 可能到 了 某天 ，

规范 的 、

通过■构坦节… 、来让非专业的 民众也能直接 ＾？ 与建造 。

与挑战 ［
Ｊ
］細 币 2 0 1 3

（
1

）

－

4
1

－

4 4

② 朱竞翔受邀在同济建筑城规学院 2 0 1 4 年秋季 《建筑学前沿： （手 ）■ ’ 2 ＵＵ Ｕ ） － 4 1  4 4 ．

以设计流程为先导旳设计市场从城市扩展至 乡村 ，

那工艺 》 课 的讲座
“

工艺的 启 示 ： 密斯 ． 凡 ． 德 ． 罗与埃拉迪奥 ．

张东光 ， 朱竞翔 ． 基座抑或撑脚一
一

轻型建筑实践中基础设计

么对设计而言 ， 城 乡 的差异就被彻底消 解了 。 在图 1迭斯特 （
Ｃ

ｒａｆ ｔｔｏ Ｅ ｎ ｌ

ｉ ｇ
ｈｔｅ ｎｍ ｅｎ ｔ ：Ｍ ｉｅｓ ｖａｎ ｄ ｅｒ Ｒ ｏｈ ｅａ ｎｄ Ｅ ｌａ ｄ ｉｏ的策略 ［ 」 ］

． 建筑＾报 ， 2 0Ｍ ⑴ ．

1 0 1  1 0 5 ．

ｎ ｉ ｏ ｃ ｔｏ Ｙ
＇ ｒｈ＾ａ

ｉ

Ｔ＾ ｒｆａ ｈ垆刑仆 诖捭的Ｉ夂安伽 甘定袖ｆｌｆｆ ［Ｍ ］ 赵扬 ， 付蓉 ． 赵扬 ： 材料和构造的态度 ［
Ｊ

］
？ 城市环境设计，

2 0 1 0

列举的近十年的 乡土营建案例里 ，

－些作品其实已经
Ｄ

， ｅ Ｓ
ｔ 6

） 中谈到了建奴上轻型化建造的著名 案例 。 其实迪斯

特在乌拉圭的加筋砖拱实践已经在考虑如何装拆木模板 、 如何
ｙ ｙ＇

采用类似城市里的市场运作方式进行建造 ，

另一些作快速搭建等推广问题。 朱竞翔对轻量建造的关注源自其在东南
［
巧

］ 黄 印武 ？ 当建筑师遇见工匠
［几 建筑技艺 ’ 2 0 1 4

（
1

）
： 8 4 ．

品担 负着 探索 乡土模式的先锋任务 。 笔者在制图时 ，大学的博士论文 《 约束与自由
一＂

来自现代运动结构先驱的启
［― ’

使用
“
一

般委托
”

来概括类似市场 运作方式的项 目 ，示 》 年 ） ’ 以及在 2 0 0 3 年在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任教时

． ■，
 ，

，＿＾…与研究生调查活动房屋的应用。

首先想表 日月这类 乡土 吕 建项 目 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将开
③ 来自笔者与友人于删年 ｎ 月对黄印武的

—

次简短访谈 。

展设计的场所由城市换成 了 乡村 ， 本质上并没有脱离④ 当下很多慈善类的援建项 目 都采用类似 的运作模式 。 这种
“

赠

“

委托一设计
”

的设计市场模式 ’ 只不过建筑 师的参
物不赠金

”

的 方式常常是为了避免慈善资金的暗箱支 出 ． 同 时
作者单位 ：

■■空
■

丄 口… 丨 工口 由— ／ｒ ｒ ｒｒ口＾为获得高效的设计和建造 。 但这类空降之物
“

似鱼胜于渔
， ，

， 这局密度人居环境生心与爷能教育部重点头验室

与度更大 、 建造的ｆｅ式化ｆｅ度更低而已 。 而另一些作种慈善可能只是暂时改善了物质环境 。作者简介 ： 张晓波 ， 男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建筑

品则因 为设计方较多地从考虑 乡建过程 中各类利益体 ⑤ 作为
一

个熟人社会的乡土环境必然造成居民对建造材料产生
一学博士研究生

的关系出 发 ， 更具有探索的特点 ，

更注重考察整个设种习惯性的依赖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
建筑

、

丄 社沖 妹 ｍ雄八
、

斗讲 土
、

丄八 々 士

Ａ Ａ必 口 由 生⑥ 本质上看 ， 谢英俊的协力造屋实际上是期望通过 Ａ 户与 Ｂ 户对子博士研宄生

计 、 吕建 、 使用等全Ｌ 禾王 中社云各万的 乡 与 禾王度 。 着换劳动力而将这部分的价格排除 出总体造价 。 既然自 力建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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