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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建筑评论家、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建筑历史与理论哲学硕士、建筑历史与

理论博士候选人，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访谈背景：首

届中国建筑传媒奖10月21日正式启动，这个以“建筑的社会

意义和人文关怀”为主要评奖标准的奖项，在业界受到广泛

关注，也促使学者反思媒体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社会的关

系以及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等问题。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

朱涛认为，该奖项对促进中国建筑师公共空间意识的觉醒，

推进公民空间的建设上有积极作用。1．媒体与建筑：“这个

杀掉那个”南方都市报：还记得半年前和你说起我们要办中

国建筑传媒奖的时候，你当时很兴奋。朱涛：是的。这让我

深入思考建筑和媒体、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种种问题。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有一句著名的判断：“这个杀掉那

个”。他说，建筑艺术，尤其是哥特大教堂，曾是记录人类

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但是，在十五世纪印刷术发明后，书本

因其便于复制、传播、流通面广，便取代了建筑，成为人类

文明的中心载体“书本杀掉建筑”。而五百年后的今天，不

停有人在说，电子媒体，以同样的道理，已经或正在杀掉书

本。这样算下来，我们建筑已经被你们媒体“杀掉”两次了

，怎么还能活下来，甚至荣幸地和媒体并列在一起，成为《

南方都市报》的一个大奖呢？（笑）南方都市报：因为我们

确实认为建筑对于社会意义重大。朱涛：那我们不妨先探讨



一下建筑对于社会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在我看来，可以

概括为两方面：从物质、硬件上说，建筑是一种工具，为人

们的生活提供庇护所或空间平台；从精神、软件上说，建筑

是一种艺术，为人们特定的文化状况提供一种表现形式。当

然，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经常很复杂，往往很难一下子分清

楚。使问题更复杂化的是，媒体介入了：建筑一旦修出来，

是牢牢固定在某个地方的，而对它的介绍和评价，不管是关

于物质状况还是关于文化表现，往往还得主要依赖媒体传播

。有多少人实地看过埃及金字塔和悉尼歌剧院呢？很少，大

多数人是通过媒体了解的。南方都市报：您是不是想说，媒

体对建筑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人们对建筑本身的判断

？朱涛：对，这是个双刃剑。我想先讲“媒体杀掉建筑”所

表现出的一系列负面结果。第一，今天商业化媒体的发达，

尤其是图像媒体的发达，导致读者对建筑的判断，往往停留

在对唯美化的、二维的建筑图片的判断，而远离了对三维的

、用“实打实”物质材料建造出来、和人们现实生活密不可

分的建筑物的综合性判断。南方都市报：所以我们这次“建

筑传媒奖”打破先例，要求评委先去实地参观建筑，再做最

后评判。朱涛：这决定非常明智，肯定会对扶持有深度的建

筑评判文化有帮助。我再接着说第二个负面结果：在更广的

文化环境中，商业媒体或意识形态宣传媒体通过各种操纵手

段，比如通过刺激感官的广告图像或说教式的宣传画，使得

读者的感觉和关注越来越远离现实物质世界的经验，不光使

他们丧失判断实际建筑物的能力，也丧失读解建筑的社会背

景的能力。人们会越来越沉醉于唯美的图像，不会再关注建

筑物背后连带的社会政治、伦理、公正性等重大问题，不关



心建筑直接相联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我举个例子，我最

先是从媒体上看到奥运鸟巢的效果图，我很喜欢该设计。但

是当我现场参观后，我非常失望：我发现那表面交织成“鸟

巢”图案的巨大钢柱，有1.2米见方，实际上不起结构支撑作

用！它们除了支撑自身重量和内部一组楼梯外，几乎不支撑

其它东西：原先要支撑的活动屋顶因严重超支已经被取消了

，而该建筑的最核心部分如体育场看台等，则在里面是个完

全独立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换句话说，“鸟巢”的最引人注

目的交织钢柱图案，仅仅是个图案而已。那我的疑问是：花

几十亿元，耗费如此多的钢材，仅仅为了修建一个巨大的“

鸟巢”的图像，这建筑师是不是也太疯狂了？！我把自己的

疑惑告诉朋友，有人很愤怒，而有人则很坦然，后者说：等

到奥运开幕，当鸟巢的图像在全世界的媒体上流传时，你就

会意识到现在花再多的钱在钢材上都是值得的！你看这就是

我说的，对于建筑的价值判断，有人看重物质和审美的基本

平衡，有人则更看重建筑的形式在媒体上作为图像的意义。

南方都市报：是啊，毕竟去现场看鸟巢建筑，并且还从结构

的观点来审视该建筑的人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人是从媒体

上看它，因此对于该建筑的价值判断，很容易导致媒体图像

的意义远远压倒该建筑物本身的实际意义。朱涛：对！整个

商业媒体的逻辑越来越趋向于：你要的不就是一个媒体效果

吗，还管它“实际的东西”干嘛？如果真这样的话，北京还

干嘛要费这么大劲搞拆迁、治理交通和污染，花这么多钢材

修那么一大个“鸟巢”呢？只要花一笔钱，好好做一段电脑

动画，岂不效率更高？显然，这逻辑是荒谬的。南方都市报

：要这样的话，可就真是“媒体杀掉建筑”了！朱涛：不光



杀掉了建筑和城市，而且杀掉了建立在各种物质基础上的社

会生活。一方面，人们受媒体引导，倾向于相信在媒体上看

到的，就是实际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在媒体上看不

到，往往就假定该东西实际上不存在。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现在媒体对地震灾区的报导几乎消失了，这导致很多人开始

忘掉了震区的存在了。马上就要入冬了，还有多少震区老百

姓还面临着最基本的庇护所的问题？金融风暴来临，城市里

纷纷紧缩银根，那震区重建会受到哪些影响呢？以前答应给

希望小学的捐资，还会兑现吗？这些问题，已经很少有媒体

再去关注。2. 媒体与建筑：这个支持那个南方都市报：我感

觉你上述批评的另一面，至少在言下之意暗示有另一种可能

：媒体也是可以撇开肤浅的文化表象，深入关注现实生活，

也有可能和建筑这种建设性行为一起合作，为社会做出积极

贡献，是吗？朱涛：绝对是！我现在讲讲我们之间不是“这

个杀掉那个”，而是有可能建立起来一个“同盟关系”：媒

体和建筑可以联手，一起为建设“公共场域”(Public Sphere)

做出贡献。该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它是指人们能聚在一起，自由、理性和

批判性地讨论社会问题，并能通过讨论影响政治行动的地方

。显然，该场域不属于单个个人私有，也不从属于政府，而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使人们得以聚在一起，成为“公众”

的公共场所。它有时体现为有形的建筑公共空间，如广场、

街道、公园、咖啡馆等，有时依托在无形的媒体公共空间里

，如报纸、书籍等。经常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哈贝玛斯说，

在18世纪某些特殊情形下，在英国的咖啡馆、法国的沙龙和

德国的圆桌社（Tischgesellschaften）中，新兴的市民和中产阶



级人士得以聚集，讨论文学艺术作品，进而讨论政治、经济

问题。在这些场所中，各人不分社会等级、彼此不受经济利

害关系制约，大家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自由表达意见这就

是“公共场域”的雏形。在我看来，不光是咖啡馆等社交空

间，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在城市中催生出的一系列公共空间

如广场、街道、公园都为“公共场域”的出现奠定了空间基

础。紧接着，媒体的作用凸显出来。按哈贝玛斯的论述，18

世纪自由民主化的出版企业、报纸和各种公共论坛有力地促

进了“公共场域”的成长，使得它开始能够影响政治和社会

生活。这种媒体“公共场域”的重要特征是，它与教会和政

府的权利分离出来，不是它们的喉舌，而是与民间丰富的社

会和经济资源相连。但是到后来，哈贝玛斯也论述到，实际

上我们刚才也涉及到了，现代商业媒体的发达，反过来而又

导致了“公共场域”的衰落，因为它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操纵

人们的消费，而不是在鼓励人们理性地思考和讨论社会问题

。在我看来，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基本课题正

是：群策群力，建立起一个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公共场

域”，使得公民们可以在其中以多种方式聚集起来，成为多

种层次、规模的“公众”，来一起探讨社会问题既争取各自

的利益，又能为社会做出贡献。这个“公共场域”的建设要

通过多重渠道，其中就有媒体建设和空间建设两大维度：一

方面是多种多样的公共平台，比如开放的媒体、活跃的网上

论坛、深入民间的社团组织、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是城市中

的各种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街道等，以及那些富于探

讨精神的聚会场所如书店、沙龙、茶馆、咖啡馆等等这些是

建设现代民主城市和公民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商



业媒体和意识形态宣传媒体占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有《南

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致力于“公共场域”的建设，真是

难能可贵。比如，正是2003年《南方都市报》对“孙志刚事

件”的报导，才激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才促使政府废除了

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有力地捍卫了每个公民在任何城市空间

里本来该拥有的权利。对这种工作，我是非常尊敬的。南方

都市报：那你们建筑行业在“公共场域”建设上体现在哪儿

呢？在建筑、城市空间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需要努力的

实在太多了。首先，我认为，要努力争取和捍卫公民使用公

共空间的最基本权利。记得1992年，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愣

小伙，从内地到深圳特区打工。当我第一次进入荔枝公园闲

逛时，居然发现该公园不收门票，我刹那间有了对该公园、

甚至该城市一种全新的“空间”体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碰

到的，不向人民收费的“人民公园”！今天，相信全国各地

免费开放的“人民公园“已经很多了，但我们仍需在很多方

面倍加努力。比如，我举个反例：1998年，成都的美国领事

馆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受到冲击，从那以后领

事馆为了加强安全戒备，就让武警把领事馆墙外的人行道封

掉了。行人无法通过，只能冒着危险下到车道上绕行一段。

领事馆的领地是在院墙里边的，而人行道空间则是属于成都

市民的。领事馆为加强警戒，在围墙里面退后，设一段隔离

空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却是往前侵占城市人行道这一公共

空间。成都市民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空间权利受到了损害？

我亲眼看到好几个学生签证出来，很兴奋地想向家人宣布好

消息，而家人只能等在路对面，学生一出来就想赶快冲过马

路告诉家人，而路上来往车辆很多，好几次差点出车祸。反



过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香港的时代广场有个现象以前我

就觉得挺怪的：游客到那儿买东西，走累了想在时代广场门

口花坛的边沿坐一下，保安就会过来阻止。大家也没什么怨

言，因为觉得那可能是私有的场地，所以保安有权不让老百

姓坐。但突然有一天，报纸上披露时代广场在修建前，开发

商曾跟政府签过公用契约：政府允许开放商多修一部分建筑

面积，而作为回报开发商应开放地面广场部分，使它成为公

众可以逗留休憩的空间。这个消息一出来，好多老百姓马上

就开始到广场行使自己的权利：要到那里坐，而开发商马上

就不动声色地提供一些半艺术装置半座椅式的东西给大家坐

；还有人抗议说，既然该广场是免费的公共空间，而开发商

将其中一块场地租给星巴克经营长达两年，还多年来不停地

将另一些地方出租做商业展览活动，每日租金最高达十二万

元，实属违法行为该申诉很快导致政府对开发商的依法重罚

；另一些旨在捍卫公共空间权利的活动家甚至开始在那儿搞

一些行为艺术，以量度这“公共空间”到底能公共到多大程

度⋯⋯总之，该事件体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些特征，公民

们了解并且珍惜自己的空间权利，也知道通过哪些平台和手

段来抗争，最终经过努力，使得时代广场真正成了“人民广

场”。今天，在全国各地，有多少建筑在退城市红线后，让

出的公共能真正为公众使用，而不是被开发商分割为停车场

和商业铺位？有多少“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能允许人

民聚在一起，行使他们的空间权利，谈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

题？如果广大公民齐心协力，每看到不合理的现象，都主动

地呼吁和抵制，我们就能一点点地在争取公共空间权利上取

得进步。3. 建筑设计与公共空间营造南方都市报：您刚才讲



的都是公民如何在公共空间使用上争取他们的权利，您能不

能也从建筑设计的角度谈谈？建筑设计能对此有所帮助吗？ 

朱涛：香港汇丰银行大楼可作为一个例子。它位于中环商务

中心区，南面背靠山地公园，北面正对皇后像广场和维多利

亚港。当然，一个英资银行在市中心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

在1997回归十几年前要立志修成“世界上最好的银行”你可

以对此做很多方面的读解，但我这里想强调它的设计体现了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尊重。该建筑由英国建筑师诺曼#8226.12地

震发生了，我们忽然间发现还有那么多乡村、学校被完全忽

视了。这个天灾恰恰击中了我们社会的脆弱之处。我本人希

望5&#8226.12的发生能引发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政府和民

众都开始真正关心我们过去长期忽视的问题，包括公共基础

设施、教育设施、医疗设施、公共福利设施等等。也希望这

能成为建筑师工作重点转向的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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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我们“建筑传媒奖”的口号就是“走向公民建

筑”，您能否在这里阐释一下您所理解的“公民建筑”？朱

涛：所谓“公民建筑”，就我理解，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

是从建筑使用类别上，它是指“民用建筑”为民众生活使用

的建筑，以区别于工业建筑等、军事建筑等；二是从建筑创

作上，它是指那些关心各种民生问题，如居住、社区、环境

、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

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从来没有象今天这

样，我们的社会如此迫切地呼唤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

。建筑师在每个操作层次上都频繁地触及到权力和资本的多

个界面，但这绝不意味着建筑师就该沦为附庸权贵的机会主



义者或犬儒主义者。恰恰相反，正因为建筑师与权力、资本

和社会的接触面如此之广泛，正因为建筑师的设计行为实际

上是在多个维度上同时展开的诠释传统、转化现实和塑造人

们未来生活的社会实践行为，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才

变得尤其重要。 今天，中国建筑师们置身于一个空前的“建

筑时代”，其社会影响力可在三个层次上得以体现：1. 建筑

设计：在全国范围的建设热潮中，建筑师们所承担的设计项

目，无论是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设计对社会

、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2. 策划与参政：一些建筑师已经强

大到可以介入开发项目策划和政府决策的过程；3. 话语建设

：建筑师特有的知识理性，可以通过教育、媒体等手段在社

会中传播，积极参与公众讨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构筑

起自下而上地监督开发行为和政府决策过程的民主话语。总

之，中国建筑师极有潜力而且有责任利用其特有的职业技能

和知识理性，在政府、开发商和公众利益三极之间努力旋，

扮演一个积极的社会角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并担

当新文化建设的一员。我衷心祝愿你们的“中国建筑传媒奖

”能推动这个历史的转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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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