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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建筑，也许并不是媒体和建筑师所热衷追捧的“扎眼建

筑”，而一定是谦逊地为公民大众服务、设身处地为公民社

会利益着想的建筑。一些文体设施，除了偶尔举办几次活动

外，常年闲置无用，造成极大浪费。大众的文化生活和体育

锻炼却在民间的街头陋巷中进行，设计与使用常常发生“错

位”。城市当中一些空间巨大、造价奢侈、形象华丽的建筑

，却成了无人问津的城市“垃圾空间”。政府和建筑师所自

鸣得意的活动场所，公众却选择了“拒绝参与”。深圳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饶小军饶小军是首批参与中国建

筑传媒奖策划的学者之一，2007年还曾参与策划“中国建

筑&#8226.思想论坛”。日前他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南

方都市报发起的中国建筑传媒奖等一系列活动，是中国大众

媒体对建筑实质性干涉的开始，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进步。

今年可能是中国建筑的分水岭南方都市报：今年是比较特殊

的一年，有学者认为今年可能会是中国建筑发展的分水岭。

饶小军：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当下的建筑发展时局，确

实非常混乱怪诞、头绪复杂：以奥运“鸟巢”和中央电视台

“异形”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建筑，置疑和赞美之声充斥媒

体；房地产商演绎各种住宅的“异域风情”哄抬房价；汶川

地震大量房屋倒塌，引发建筑行业的伦理危机⋯⋯今年有两



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奥运会和四川地震。某种意义

上说，这是当下中国建筑发展的两个极端事件：前者让人“

自豪”，后者让人心痛。我相信这些事件会促使“中国建筑

”进行反思。经济的迅速下滑，让建筑师忙乱间突然发现，

建筑业竟是如此脆弱不堪。中国的建筑师一直忙于追赶世界

建筑的潮流，很多问题尚未来得及反思与判断。而眼前的局

面，建筑师的理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建筑师开始正视和思

考建筑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思考建筑的“中国问题”。朱涛

说现在“形象工程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共同

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对此，我也满怀期待。让

建筑从圈内走到圈外南方都市报：我们这样的“大众媒体”

来办建筑奖这样的“专业奖”，开始还是有点心虚的。因为

在中国，建筑基本是“专业”的事情，是“圈子”里的事情

。饶小军：建筑确实存在“圈子”，因为有技术屏蔽；但建

筑又绝对不是专业圈的事情，因为其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建筑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是直接的，从视觉和行为两方

面。城市和建筑对于人的影响几乎是强制性的，人的衣食住

行都在建筑空间中，我们很难想象人在城市当中不受建筑的

影响和控制。从这层意义来说，建筑又是个“大圈子”，无

所不在，无所不包，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在这样的

情况下，显然建筑不是专业的事情，而更应该是大众的事情

。建筑师往往会以专业为借口，不愿意与大众交流，不注意

大众对建筑的评价，这是不妥的。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中

国的建筑奖都是局限于圈子内的，都是专业的建筑奖。幸好

，中国建筑传媒奖打破了这一局面。南方都市报：我们是想

给“专业”和“大众”之间搭建一座桥，引导建筑从“圈内



”走到“圈外”。为此，我们开设“建筑评论”，举办中国

建筑思想论坛，现在又发起中国建筑传媒奖。饶小军：大众

媒体深入关注建筑领域，这是一个创举。我将这一系列活动

定位为大众媒体对建筑正面实质性干涉的开始，这是一种有

意义的进步。媒体承担着把大众与建筑师联系在一起的作用

。但现时社会媒体对时尚和流俗的过分关注，有时也会把建

筑导向畸形状态：比如，产生一些为媒体而摆设的明星建筑

师，造就一批为媒体报道而创作的纸上谈兵的设计作品，使

建筑成了“漂浮”于报刊杂志表面的时尚而无法落地。幸好

我们从“中国建筑传媒奖”看到了这种转变。“中国建筑传

媒奖”以把建筑放在社会的层面加以评价，提倡人文关怀，

重视建筑的社会意义，这将对中国建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意

义。此外，南方都市报以大众媒体的身份介入建筑领域，实

现从“圈外”进入“圈内”，这有助于拆除设在公众与建筑

之间的沟通屏障和技术藩篱，可以让建筑师注意思考作品的

社会意义，更会让民众来关心建筑。一些公共建筑常年闲置

浪费南方都市报：上面你说到，建筑是和大众的生活息息相

关，但大众对建筑少有评价，当然建筑师也很少重视大众的

评价，认为大众的评价是没有意义的。饶小军：我坚信公众

是建筑的最终评判者，我们不可低估大众的判断力。当然，

目前大众的评论是“无声”的。当建筑师陶醉于自我表现时

，公众常以“无声的行动”对建筑作出评价。以城市的广场

为例，广场的本义是大众集会、游行和休息的地方，是公民

社会的空间体现。但在今日之中国，我们少见城市中的广场

起到上述的作用。举个例子，深圳建了许多“广场”，从市

民中心、到龙城广场、宝安广场，再到各街道办的广场，广



场规模巨大、气势雄伟，它成了政府权力的象征，但问题是

很多市民广场常常由于大而无当、无处遮阳，成了无人光顾

的角落，政府和建筑师所自鸣得意的集会场所，公众却选择

了“拒绝参与”。再如，城市中所兴建的一些文化展览体育

设施，即“公共建筑”，除了偶尔举办几次展览和赛事活动

外，常年闲置无用，造成极大浪费。大众公共的文化生活和

体育锻炼却在民间的街巷餐厅、歌舞厅和健身房等空间中进

行，设计与使用常常发生“错位”。公民自主地选择公共空

间，或者通过错用、滥用的方式对建筑进行“创造性”的错

误使用，而重新赋予了公共建筑以新的内涵。城市当中一些

空间尺度巨大、造价奢侈、形象华丽的建筑，却成了无人问

津的城市“垃圾空间”。建筑师无法真正听到这部分“声音

”，面对公众的“拒绝”或“滥用”的行动，政府部门和建

筑师也许只会指责其素质不够或不懂建筑。为什么不进行换

位思考，倾听公民内心真正的“声音”，关注真正使用者使

用建筑的无声行动？好建筑定是谦逊地为大众服务南方都市

报：大众是建筑的最终评判者，为了体现大众的评判，我们

在评奖的环节增加公众的参与。饶小军：公众参与投票，不

仅因为大众是建筑真正的使用者，中国建筑传媒奖的评奖如

果听不到大众的“声音”就是不公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

们参与本身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唤醒大众对建筑的关注，

让大众感受到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不是要制造大众与建筑师的对立，而是要促进两者的交流

。南方都市报：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建筑才是好建筑呢？饶小

军：好的建筑，也许并不是媒体和建筑师所热衷追捧的“扎

眼建筑”，而一定是谦逊地为公民大众服务、设身处地为公



民社会利益着想的建筑。一个真正好的建筑，是由建筑师设

计而大众使用方便的建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