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论文试图综合性探讨新芽体系面向未来的
“

轻质
”

建筑观可能引发重型建构的传统建筑学怎样的审

思 。 在对
“

轻
”

技术的极致追求之上 ， 朱竞翔及其团队对轻质建造的本质性观念日臻成熟 。 文章梳理新芽体

系的发展历程 ， 探析
“

轻质
”

的人文内涵 ， 比对曰本建筑师坂茂在类似实践中体现出的异同
一从而描绘新

芽作为一种立足于人本主义的新型建造观念及其
“

自治 、 进化 、 衍生
”

的系统性生命力 。 新芽体系
“

轻为重

用
”

的构想和追求 ， 将为当下建筑学的边际拓展和建筑师的跨域转向提示出更多元的可能与追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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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观念 ： 新芽体系的人本内涵与衍

生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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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学往往关注于几何范式 、 永恒秩序和

纪念性的宏大叙事 。 正是在其凝重的缝隙中 ， 不甘

固守的新枝时而萌芽 。 本文所聚焦的
“

新芽
”

即是

＿种对轻质体系旁枝的命名 ， 这一体系凝聚了香港

中文大学朱竞翔教授对轻质建造的长期思考和深入

探索气 新芽体系的核心 是
“

轻质
”

的建筑观和价

值观 ， 是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提出与解决设计问题

的求实观念 。 其表现是建筑师在不断迭代的建造实

验中
，

持续优化 、 改 良轻质结构和物理性能
；
实质

却是 空间更细微深入的
“

轻
”

之叙事和灵活流动

的精细建造 。 围绕具体而微的 人文关注核心 ，

“

新

芽
”

将结构的 探索突破与形式的精巧适用合而为

一

， 整合建造的生产链条和全流程 ， 赋予轻质体系

崭新的当代面貌 ， 呈现为
一种独特 内涵的新建筑流

派 。 建筑史上不乏
“

轻
”

与
“

重
”

之碰撞而推动学

科发展的例子 ：

例如伦敦水晶宫为砖石建筑打开了

一

扇
“

轻质建造
”

的大门 ， 密斯用钢和玻璃创造出

高层建筑轻盈的样本 ， 卢浮宫晶莹的金字塔和大英

博物馆的大中庭 （ Ｇ ｒｅ ａ ｔＣ ｏｕ ｒｔ
）

 当轻质体系

介入 、 渗透 、 融合进重型建构时 ， 或将在不意之间

改造和突破传统建筑学固守的疆域和价值边界 。 当

代轻质系统所面对的问题 ， 在建造的现实性上更为

突出 。 以灾后重建为例
，

建材与构件等常因交通闭

塞难以运抵场地 ， 故需短周期成品建构 、 低能耗 、

少施工 、 低污染的绿色可持续体系 。 其构件的工业

化精确生产又要求适应现代制造业流程及形式的灵

活建造模式 。 新芽体系通过渐进的发展历程逐步实

现轻质建造的现实性课题 。 而考察那些技术为先的

２ 达祖／

」哮新芽学堂利用室内书架增加墙体视觉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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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芽系歹顺目选址分布图 （ ２００９
－

２０ １ ３ ）

探索逐步融入 、 影响和改造建筑学乃至社会的进程 ，

会发现仅仅对技术的考量难以描摹新体系更深远的价

值可能 。 因此 ， 笔者试以价值理念和人文内涵的本质

角度去回溯新芽体系的衍生进化 ， 探析轻质观念和全

程的建造体系对当代建筑学更微奧的启示 。

－

“

轻
”

之 内 涵
——人本主义的建造

观念

１ 地域性与 空 间氛 围

新芽人本主义的观念始于对地域性建造的关注

和探索 。 诺伯格 ？ 舒尔茨认为场所深刻的精神本质应

由
“

区位 、 空间形态和具有特性的明晰性
”ｍ ｉ ８（Ｍ ８ １

来鲜明地表达 。 区位决定了场所的地域糊５ ： 地质 、

水文 、 气候 、 植被等自然环境要素是建造的首要问题

和决定性要素 。 从地理文脉信息来看 ， 新芽的初期作

品多为难以抵达 、 地震频发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和高

原气候交会的偏远山村 （ 图 １ ）
。 特殊的自然条件制

约着建造的介入方式 ， 同时提出了
“

此时此地
”

具

体而独特的设计问题 。 新芽以融汇 自然特色材料的

创新使用和快速便捷建造的地方参与性 ， 谦和地 回

应场所的地域设问 。 如下寺村小学的重建中 ， 基础

部分积极地利用了拆除旧校舍的建筑废料 ， 并分拣

碎瓦 、 山石及河中卵石 ， 构造新建筑室内地坪的骨

料一使肌理与色彩同周遭山水融为
一体 。 新芽以

人本的建造观念为指引 ， 以特定场所精神为 目标 ，

通过对地域材料的吸取和转化 ， 围绕真实生动的生

活场景 ， 在快速便捷建造的同时为空间注入原真 ？注

的风土韵味 。 类似的案例还有达袓小学新芽学堂和

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 。 新芽的地域性建造观念现实

地表述了肯尼斯 ？ 弗兰普顿抵抗普遍主义的建筑学

理论 ， 其批判地域主义
（
Ｃ ｒ ｉ

ｔ
ｉｃ ａ ｌＲｅｇ ｉｏｎ ａ ｌ ｉ ｓｍ ） 强

调建筑植根于场所 ， 尊重风土文化 ， 注重现代主义

的形式和价值观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适应性呈现 ［
２

］

〇

以地理文脉信息为缘起 ， 重唤归属性与场所感的建

造观念于当今依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

新芽对建造的人文关怀从追求地域性的自然品

质出发 ， 再深入到对人性化空间氛围的着力营造。

“

人的认同感是场所认同性的先决条件
”

。

新芽初期作品主要服务于山区学龄儿童和面向自然

环境的基层工作者 。 如在达祖小学的新芽学堂
，

建

筑师意识到轻质材料的质感与灾后儿童所需要的厚

重安全的心理慰藉之间的矛盾
，

利用和扩大了深红

色木质立面窗洞四周的宽度 ， 打造成书架 ， 模瑚了

墙体材料的实际厚度 ， 增强建筑厚实感 （ 图２ ） 。

这种因借手法也在童趣园 中变化运用 ， 用纤薄板材

创造出厚重且温暖的 效果 。 而在四川大熊猫监测

工作站的设计中 ， 建筑师利用 Ｕ形玻璃的半透明质感

弱化了外部广袤山川的存在感
一

使自然环境得以更

为柔和的方式观照建筑 。 工作人员能够在温暖的室内

氛围中与清冷的山林同在 ， 感知被尺度亲切的人工

环境所
“

包被
”

和保护的场所感 。 有如彼得
？

卒姆

托在其作品和空间哲学中突出强调的
“

氛围

主张建筑起始于情感 ， 尤其注重运用地域性要素营

造空间氛围 ，

从多种 感官综合性地调动人的空间体

验 ， 喚醒主体 、 空间与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交流互

动 ， 产生深刻 、 动人 的情感反应 。 新芽体系在观念

上与卒姆托有着共通 的人本主义核心 ，
方法上亦倾

向于以怡当的技艺营造空间氛围和情感质地 ，

从而

尊重和强化了主体的知觉意识和场所的情感特性 。

２ 进化的建造体系

新芽体系不断逬化 ， 其历年作品从功能上由灾

后的校园重建逐步拓展到普适性的童趣园 （ 慈善和

教育公益项目 ）
、 长途跋涉的援助项 目 （

肯尼亚内

罗毕美塞达 ＜ＭＣ Ｅ Ｄ 〇＞学校 ）
、 宣教中心和自然

设 
ｉ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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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野外工作站 。 从汫究群体布局 的广元下寺新

芽小学
（
系统的成型 ） 到追求空间适应性的达祖小

学
；

从突破围护体系的美水小学到拓展高度的鞍子

河 自然保护 区工作站
，

再到探索山地住宅原型的白

水河自然保护区工作站 ［
４

１——建筑师将一次次差异

化的实践组织为不断进化的 整体系统 ， 不断推进新

芽体系的适应性 、 灵活性和可变性 ，
以应 特殊气

候 、 地质 、 场所 、 功能 、 形式的复杂挑战 （ 图 ３
）

。

新芽体系还蕴涵着整合建造全过程的全新观念 。 建

筑师认为材料和结构 的轻型化不仅影响建筑的功能

与形态 ， 而且对建筑的生产 、 使用和运作流程影响

至深 。 新芽团队逐步深入地研究 、 整合
“

资源一策

划一设计一采购一预制一物流一装配一评估一维

护
”

的建造全过程 。 他们将建成房屋视为难能可贵

的足尺模型 ，

持续追踪它们承受 自然力量与社会力

量挑战时的变化 ， 进而评估其成果和效用 。 并在建

成后 ， 进行基本气候与舒适性测试以及针对性修补

和局部改装 。 新芽独特的社会学价值在于 以轻型建

造为依托 ，

创新并整合信息时代中的产品和建造的

链条 ， 适应不同场地限制 、 功能定位的空间对人文

服务品质和营建流程的差异化要求 。 这在内罗毕贫

民 区的美塞达小学增建项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场

地距离新芽的深圳工厂超过９０００ｋｍ ， 建筑师设

计了
一种可以折叠海运 、 现场张开的创新结构 ；

并

在当地黑帮林立的动荡局势 中 ， 通过鼓励当地人参

与而迅速建成 ， 巧妙应对了社会环境对建造的风险

（ 图４ ） 。 新芽体系一以贯之地精密组织物流和施

工
， 优雅地示范了轻质教育空间的品质与可能 。 这

是预想和整合建造过程带来的优势 ， 更是建筑师人

文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实践 。

新芽植根 于地域化建造的 同时 ， 通过不 断的

自我完善与进化迭代 ，

提升轻质结构技术和物理性

能 ， 并以整合性的建造流程来表达对建筑学未来的

思考和人文关怀 。 这令人自然地联想到日本建筑师

坂茂——同为轻质体系的实践 ， 两者建造观念的差

异使得呈现出的形态和存在方式各具意趣 。 比较其

异同或能揭示出新芽独特的价值内涵 。

二
“

轻
”

之比较——与坂茂的差异性

分析

坂茂用 纸建筑为灾后人群及 时搭建起温 暖的

“

精神庇护所
”［

５
］

。 朱竞翔的新芽体 系则起步于为

灾后 山区迅速便捷地建造教育空间 。 二者都希望以

轻质建造来突破传统重型结构和材料运输的限制 ，

为灾 区和偏远地区提升场所和空间品质 。 但同为秉

持可持续理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 ， 两人却因对

轻质建造理解和追求的内在差异 ，

在具体 目标 、 方

法策略和衍生方式上有所不同 、 各有倾重。

１ 目标与 策略的差异

在形式 目标上 ， 极少主义风格 、 知识阶层审美

和价值观是构成坂茂设计思想的重要精神谱系 ［

６
］

。

同时坂茂又有着曰本建筑师惯有的谨严慎微和追求

形式纯净完美的特质 。 例如在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

奇纸教堂 （
Ｐ ａ ｐｅｒＤｏ ｍｅ ）

中 ， 纸管材料的Ａ字形

４ 肯尼亚内罗毕美塞达小学增建项目

屋顶就强烈表现出他对结构所投入的匠心一－坂茂

尤其注重营造精细的形式艺术品以及超越建构本身

的精神隐喻 。 他希望通过微妙的界定和组织空间仪

式感 ， 用存续期短暂的纸建筑反差性地营造慰藉心

灵的长久震撼 （ 图 ５ ） 。 与坂茂对纯粹形式和仪式

精神执着的艺匠情怀不同 ， 新芽作品一贯是朴实的

“

属人
”

ｍ空间 。 朱竞翔倾向于运用质朴而灵巧的

形式语言 ， 更加谦逊和真实地回应主体本身 ， 解决

人对空间的实际需求 ， 营造特定的归属感 ，

其形式

结果只是建造 目标与过程 自然而然的呈现 ，

追求质

朴的真实 。 舒尔茨在 《建筑 ： 存在 、 语言和场所 》

中主张场所精神应向现象学学习 ， 回归事实本身 ：

“
‘

场所
’

是具有确定特征的空间 ， 是甶具体现象

８８１ ／ ２０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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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
‘

生活的世界
’”

ｍ ｌ ８ １

〇 他将人的生动意

义置于空间构成的所有因素之上 ， 并始终强调 人文

精神是场所的本质追求 。 而彼得 ？ 卒姆托在 《 建筑

氛围 》 中提出的设想更加直截了当 ：

“

我想要看到

什么——对我或稍后使用此建筑的他人而言一我

什么时候会在室内 ？ 而我想要别人看到我的什么？

我想 外做出ｆｈ么样的效果？
”

 ［

８
）这样紧扣场所的

本体核心一人而提出的建造问题 ，
包括氛 围感

知 、 物理性能 、 空间形式的各个方面 ，

都可以在新

芽的观念及实践呈现中找到真实的诠释 （ 图 ６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新芽体系的形式姿态显得更为低

调 自然
，
对建造的人文关注却更加注重和全面 。

在营造策略上 ， 坂茂围绕钟爰的纸质材料 ，

常以一种普适性的手法处理大部分案例 。 以基础为

例 ， 他的通常 彳故法是用易得 、 易组装 的成品材料拼

装箱体基础
；
而对于较大柱跨的公共空间和使用周

期较长的项目 ， 他又能将适应性与特异性处理相结

合 。 例如华林小学的建造中 ， 他在简单的箱体基础

上
，

以水泥砂浆抹平 ， 再增加膨胀螺栓固定倒Ｔ型

钢固件
，
为纸管柱的木插件节点提供强固支撑 ［

９
１

。

坂茂用普适性手法保持了纸建筑在材料与形式上的

一贯性和纯粹性 。 而对于不同场地 、 空间和结构的

差异性则以局部的特异性手法来应对突出矛盾 。 新

芽的策略则对具体条件整体性地辨析 ， 以自身的灵

活演变来尊重不同场所的环境属性 。 同样针对基础

的建造 ， 新芽团队则一贯探索和优化与上部功能 、

空间紧密结合的形式 。 早期的三个慈善小学项 目 由

于地势平坦 ， 均采用了环绕的条形基础 ， 并根据各

自地质条件设计不同的墙身基座 。 而在地形复杂陡

峭的自然保护区
，

四个工作站则采用了点粧式独立

基础 。 随地形复杂程度的增加 ， 在保持上部轻质结

构整体性的同时 ， 下部粧基支座的抬升高度也逐渐

增加 （ 图 ７ ）
。 由此可见新芽对基础的建造更注重

结合地方材料和工艺 ， 尤其注重适用于特定场所和

上层主体的结构选型 。 因此相比于纸建筑执着于材

质和形式的纯粹 ， 新芽在策略和方法论层面将
＂

适

应性建造
”

作为决定性的核心标准 ， 对自 身的 演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可能——从而以体系的

进化去适应场地 ， 而不是反过来 。

２ 对场所精神
“

历时性
”

的 回应

曰 本建筑师受传统哲学
“
一

期
一

会
”

、 转瞬即

逝的侘寂美学和伊东 、 妹岛为代表的轻质 、 短周期

更新再生的建筑观影 响 ， 在空间使用上往往追求朴

素极简 、 最小化和仪式化的形式和质地 ［

５
］

。 在此背

景下 ， 坂茂突出地偏 向于纸管等新型的自然材料 ，

并将
“

循环再生
”

作为建造的核心标准 。 但其纸建

筑多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
，

过渡期一般仅二至三

年 ， 之后最好的存续方式是运往其他场地重建 。 如

日本鹰取纸教堂于２００５年拆卸捐赠给受
“

９
？

２ １

”

大地震重创的台湾南投县 ， 并在一年后重建 。 然而

并非所有纸建筑都能有纸教堂的良好契机 。 由于材

料的临时性 、 可改造性低 、 尺度和空间的特殊性等

原因 ， 多数纸建筑会在不长的生命期后被拆除 。 与

存续期短暂的 筑和仪式化的精神空间相比 ， 长

期使用 的目标和公共教育等功能对新芽体系的物理

性能提出了更严格的 挑战 。 在追求至轻至薄的同

时
，

新芽仍以满足民用建筑５０
—

７０年的年限为优

先 目标 ， 探索轻质实体更长久 的效用和坚固程度 。

朱竞翔将轻质建造视为消除了
“

脂肪
”

组织 ， 只留

下
“

骨骼和肌肉
”

 ［
１ Ｇ

１的高效系统 ， 并相信其实体也

能够具备媲美传统重型建构的耐用性 。

新芽追求轻质而耐久的目标 ， 源于对场所
“

历

时性
”

衍生进化的观念 。 新芽更加注重轻质体系长

周期运作的可能性 ， 在概念初始就将自主演变作为

衡量建造的重要因素 ， 并在模数尺度控制 、 物理性

能
、 空间氛围营造等后续方面全面贯彻了衍生性的

考量 。 四川栗子坪保护区的大熊猫监测工作站即为

体现其历时性观念的
一个范例 。 除了同样可以整体

拆卸 、 异地重建 ， 更重要的是新芽设想了山景中的

工作站存续衍生 、 发展演化的过程 。 对于未来用作

山地别墅酒店或其他空间类型的可能 ， 团队在这个

项目中创新地实验了箱体结构的适用性 ， 可以针对

不同的组合单元优化特属的性能 ， 灵活地改换功用

和空间品质 。 新芽的多样化 纟吉构选型正是为了探寻

灵活而恰当的衍生方式 。 舒尔茨以
“

机能
”

的观点

来考虑建筑进化的问题 ， 并追问 ： 空间如何在新的

机能要求下保存场所精神？
［
１

］

１ ８ （Ｍ ８ １

最根本的回答大

概是为建造注入真实的
“

历时性
”

。 坂茂纸建筑的

临时性和极少主义倾 向基本回避了历时性演变的问

题 ； 新芽则试图以灵活的衍生策略对
“

历时性
”

作出

紧贴真实语境的阐释 。 新芽体系将后期运作与功能置

换的可能纳入初始预设 ， 使得建造在时间观念上的表

达更为灵动从容 ， 获得生动而完整的空间叙事能力 。

三
“

轻
”

为重用——衍生与启示

约格 ？ 施菜希
（ Ｓｃｈ ｌ ａ ｉ ｃ ｈ

）
把

“

结构的自重

与其所能 承受的荷载比值较小的结构
” ［

１ １
１都视为

轻型结构 。 这一观点明确揭示出
“

轻
”

的相对性
：

若能使承重体系较其传统形式显著减重 ， 我们都可

以称其为
“

轻置
”

化的建造 。 新芽在进化中寻求从

“

轻型
”

结构向
“

轻屋
”

建造的观念修正 。
这一定

位转向与其 自主的衍生要求密不可分 ， 同时证明了

轻质建造可以为传统的重型建构所用 。

“

轻
”

如 何

“

重
”

用？ 或将启发建筑学传统对
“

轻
”

与
“

重
”

关系的重新思考 。

１ 衍生方式

新芽所关注的核心一直是以人本主义的观念引

导 ， 以适当的建造方法和流程作为介入方式
，

对人

心理和行为的空间需求作出最场所化的回应 。 这种

回应又是地域的 、 回归生活的 、 适应性的 。 新芽希

望每一个作品都能历时性地叙述自身的建造过程和

故事 ， 并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每
一

次实践的进化 。 这

种进化或是高度的突破 ， 或是空间的地域化表达 ，

抑或建造流程 上的优化 ， 还可能是结构上的更变

（ 图８ ）
。 由此 ， 新芽早已超越一种静态的设计逻

设 ｉ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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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 而系统地进化为一整套动态的可衍生体系 。

新芽体系是 以灾后重建为 发展契机 ， 获得使

用者和外界认可并逐步推广进化至今 。 从 ２０ １ ２年

之后的研究来看 ， 新芽团队除了
一贯以秉持轻质建

造观念为核心 ， 还更加注重系统在不同条件 （地域

气候 、 地形 、 生活功能 、 心理需求 ） 制约或挑战中

的适应性。 新芽的建造实验已经从难以企及的场地

（
气候环境复杂的山地丘陵

）
扩展到气候平缓 、 地

势低洼的东南沿海地区 （
２０ １ ３年南汇东滩鸟类禁

猎区移动工作站建成 ） 。 而在采用Ｃ型轻钢骨架与

填充板材形成的复合结构的几所小学之后 ， 朱竞翔

又在新芽家族中增添了箱体结构的新成员 （ 大熊猫

监测工作站是采用结构保温木基板材构成的箱体房

屋系统 ）
。 在结构上 ， 新芽建造体系也不断突破自

我 ， 自 ２ ０ ０９年起 已经 历 ５次进化 ， 目前形成了包

括轻钢复合体系
（
初代新芽 ）

、 箱式系统 、 板式系

统 、 框式系统和空间板式系统在内 的
一整个建造体

系 （ 图９ ）
［
１ ２

］

。 同时新芽还在努力成为
一种 自治的

体系 。 这种
“

自治
”

能力依赖于团队始终秉持的人

１ ０ 新芽的高效衍生实例——童趣园的生产和建造

讚■

本建造观念 ： 从每次实践中主动收集各方反馈
，

对

建造的全方面 （ 结构 、 材料 、 性能 、 技术等
）
和全

过程 （ 采购 、 生产 、 运输 、 装配 、 维护等 ） 不断迭

代优化 、 维优补缺
；

从而逐步实现从
“

原型设计
”

到
‘‘

规模定制
”

的进化 。 以
“

阳光童趣园
”

为例 ，

目前 ， 在甘 、 渝 、 川 、 齡 、 滇 、 鲁等地已经以不同

方式建成了９ １座童趣园 ， 覆盖１ ３个省份 ［
１３

］

。 能在

短时间 内孕育出如此多样化的适应变体源于其高效

的自治衍生 （ 图 １ ０ ） 
［ １ ４］

。

对于新芽而言 ，
结构形式的变更和自治繁衍

的能力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尝试和优化 ， 而是在面

对不同场所和环境时 ， 整体的轻质建造系统对不同

的空间和结构 、 构造体系提出灵活而
＊哈当的预设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新芽的多次优化都以结构形式的

突破为重心 ， 但它并不是
一个单纯以结构为主导的

建筑系统 。 恰怡相反 ， 新芽正是希望通过整体建造

技术和系统 的灵活更新来优化结构形式带来的 限

制 ， 进而更加人本地依托于地域环境 ，
创造出能够

贴切地满足需求的温情场所 。 在作为整体系统的新

芽体系 当中 ： 结构形式是可变的 ， 轻钢结构技术是

可以攻克和优化的 ，

轻质新材料是地域性的和逐步

进化的 ， 生产 、 运输 、 装配的全程是需要精密控制

的… …不变的是一切都以建造为核心 。 体系衍生 、

拓展与进化的实质仍然是以合理便捷的方式实现人

本主义的地域性建造 。

２
“

新芽
”

体系之观念与方法的启示意义

正如Ｇ ｒｅａ ｔＣｏｕ ｒｔ和卢浮宫金字塔曾令世人惊

诧地展示轻质结构在重型建构的改造和对比上的优

雅特质
；
新芽体系的不断完善与丰富也初步证明了

轻质建造的 几种优势特征 。
一是场所精神的兼容

性 ； 二是快速便捷建造的社会性优势
；

三是空间性

能品质和功能演变的强大适应能力 。 新芽正以其建

造观念和方法系统模糊着轻与重泾渭分明的分野 ；

自然地激发着建筑学直面历史与未来的思索 ： 从

“

人本主义的适度建造
”

这一观念和态度 出发 ， 将

新芽体系作为一股清新的血液注入既有环境 ， 会激

发怎样的当代可能？

若能从根本上理解新芽所围绕的核心——建造

观念及其 发展 出的一整套技术方法论研究系统 ，

建筑学新的大门仿佛正慢慢开启 。 笔者试举两 例

不成熟的构想 ： 其一 ， 新芽一类的轻质体系可以跨

越形式边界 、 粘合不同建造体系的隔阂 ， 以
“

小分

子
”

的置换方式介入历史遗存建筑或既有城市环

境 。 轻质体系人本主义 的建造观念和方法与城市

微更新的理论宗 旨天然 契合 。 例如众建筑事务所

（
Ｐｅｏ

ｐ ｌ

ｅ

’

ｓＡｒｃｈ ｉｔｅｃｔｕ ｒｅＯ ｆｆｉｃ ｅ
）
的

“

盒院
”

项

目 ， 将轻质建造应用于老四合院的更新 ， 将预制的

功能模块轻巧地融合进旧存的空间体系 。 插件植入

的灵活方式 ， 在保护原有结构完整性的同时 ， 体现出

轻质建造在重型建构改造和接续更新上的优势 。 同时

也为新芽从地形险峻 、 气候极端的自然杯境走进因素

复杂交织的城市提供了一条参考思路 （ 图 １ １
）

。 此

外 ， 我国的民用建筑多存在实际使用期限低于预期

寿命的倾向
，
还存在设计初衷与实际使用需求脱节

的问题 。 若将新芽与传统集合住宅结合 ， 将居住空

间类型化 、 单元化 ， 在传统的重型框板体系 中置入

“

屉式
”

的轻质模块
；

可通过单元的多种组合 ， 使

得重构与轻质在建造中有机结合 、 灵活可控
，

从而

满足 日益多元的空间使用和心理需求 。 利用技术集

成化 、 空间人性化的原型模块的衍生来弥补现有设

９ ０１
／
２ ０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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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二层楼板 敷设
一

层屋顶饰面板材 ，

搬３箱鱗元

１ １ 新芽理念及建造策略在社区更新中的运用 （ 此为建造过程模拟图 ）

敷设
一层楼板 ， 装配箱体单元敷设复合墦板和磨砂玻璃敷设加强板和外围护板材

敷设二层复合墦板和磨砂玻璃 ，敷设二层屋顶面板敷设屋顶饰面板材

搭接屋顶钢梁

计中固化单一和重复低效的问题 。

其二 ， 新芽预示着 建筑学面 向未来的一种转

向 ： 建筑产业链条整合和建筑师跨域转型的可能 。

毋庸置疑 ， 在当下以共享大数据为基础的知识经济

时代 ， 整个设计领域都面临着
“

疆域拓展
”

和
＂

范

式转型
”

〇 建筑行业也逐步地由 设计师个人风格的

创造向以生产和技术驱动的产业创新转换 。 建造产

业链正在向 系统化 、 全流程转型 ［
１５

］

。 建筑师的责

权范围也已远不止设计本身 ， 所服务的对象也 曰趋

复杂和多样 。 在时代的激荡中 ， 变化才是唯一的永

恒 。 新芽所秉持的核心建造观念 ， 在组织上强调全

程的精密控制 ， 在方法上注重深入研究原型再推广

至整体的设计生产 ， 在策略上系统地探索
“

自治
”

的衍生可能 。 与传统的建筑设计相比较 ， 新芽体系

的拓展是全方位的 ： 以设计整合产业链上下游 ，

流

程覆盖前期策划 、 生 产物流和建造技术 、 组织方

式 、 维护的全程 。 对建筑师而言 ， 产业链的整合意

味着任务和 身份多维度的拓展 。 新芽体系要多维地

统筹资金 、 客户 、 地方 、 工厂 、 施工方 、 志愿组织

和使用人群等全方位 、 差异化的需求 ［
１ ６

］

。 建筑师

需要具备产 品经理式的集成意识和综合的社会活动

能力 ， 才能在迥异的空间和场所精神中提出具体细

致 、 真实可行的建造策略 。 甚至在未来的大数据 、

３Ｄ打印和物联网语境下 ， 轻质单元模块和体系的

生产建造可 以精确 地
“

私人定制
”

、 多样组合 。

再结合 日益兴起的Ｖ
Ｒ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时代新技

术
， 建筑师和服务对象的交流互动将会使设计转变

为 主客一体 、 即时 进化 的整体 。 参与建造的各方

形成相互协调又相互督促的高效平衡关系 。

“

童趣

园
”

的多样化实例已说明体系能够通过反馈与优化 ，

高效地衍生 ， 并在批置生产和客户定制的矛盾之间建

立可控的平衡 。 建筑学将怎样紧跟时代而转向？ 这也

许是新芽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建造观念所提出的最具

启发性的问题 。

四 结语

如果说不断优化结构和技术 性能是新芽体系

的研究主题 ， 那么
“

轻质
”

的建造观念才是 引领它

的价值核心 。 新芽的衍生进化正是对轻质系统人文

价值的不断执着追寻 。 也正因如此
， 不变的人本主

义内核才能衍生出多变的结构 、 形式和建造流程
，

以应对万变的环境与需求 。 建筑无疑是实践性的 ，

尤其对于一种新型建造的
“

流派
”

而言 。 新芽体系

正是在建造实践中一次次地迅速完成反馈 、 进化的

循坏 ， 不断地提升多元兼容性 ， 更在更新迭代中发

展出 自主的衍生能力 。 这种
“

自治
”

的进化得益于

建筑师团队持续审慎的反思与优化 。 新芽质朴的设

计姿态归根结底来源于执着的人文审度与关注 ； 其

“

轻质
”

观念的核心始终意味着适当的建造方式 。

新芽体系的启示意义即在于揭示
“

轻为重用
”

的可

能——以人本主义的
“

轻
”

之观念去探寻建筑学更

加
“

厚重
”

的未来 。 口

图片来源 ： 图 １
，２ ，６ ，８由徐清清绘制 ；

图 ３ ，４ ，

１ ０由朱竞翔提供 ； 图５由赵萍萍提供 ； 图 ７ ，１ １ 由赵萍萍绘

制 ； 图９由赵萍萍改绘 。

注释

① 本文讨论的
Ｂ

新芽体系
”

缳起于朱竞翔教授的轻质建造

实践 ， 是对一种轻质体系支脉的总括 ：

包括其早期新芽

系列建构及其后续衍生系统 ． 放眼于他对轻质璉造的长

朗整体性思考及不断发展的探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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