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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
我们在思考激活城市
本身的活力与“疯狂”

采 访          刘匪思

资料提供          META工作室

ID 您如何理解什么是建筑？您的设计

理念或者信条是什么？

王 我认为设计是完整的事情，表达了

你跟周围环境以及业主的想法和愿望之间的

关系。如果切分在几个专业去看，就无法比

较完整地呈现。

做建筑，我们是想宣扬一种如何去理解

和认识城市空间的视角。包括我们在北京设

计周上做的 [ 超胡同 ] 展览，完全是进行一

种开放性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要做出

一个设计。我们希望建筑首先是一种增强你

对现实感知的渠道，然后再有效地对于现实

去反馈的方式。我们不管接没接到项目自己

都会持续地做一些城市研究，这并不是单纯

学术的城市研究，我们是观察现实，从现实

中发现既有理论体系中没有的东西，再进一

步运用到实践中去。

ID 哪些建筑师、建筑作品、或者哪段

经历对您的理念产生过影响？

王 建筑师受到的影响不可能脱离两点，

一是自己完整的成长经历，不仅是在某个时

间点上受到具体某一个人的影响，二是具体

面对现实问题时，他具体选择什么思路来回

应。我虽然从清华毕业后去了美国莱斯大学，

但让我着迷的却是亚洲。我觉得这些亚洲的

城市——香港、台北、东京——都非常有活

力，这些城市中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这是

美国、欧洲的城市没有具备的原生活力。后

来我去 OMA，发现库哈斯也很关注亚洲城市。

这种活力、或者生活质量，目前没有

人能说得清楚。我在莱斯的硕士论文是《狂

野北京（Wild Be[ij]ing）》，研究的就是北京周

围大大小小的产业聚集区，像考古学家或者

生物学家一样，重新理解建筑与它承载的城

市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论后来在

OMA 工作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这也激发

了我现在会特别专注城市话题的当代性，怎

么去追赶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城市与当代生

活。包括我在 OMA 做的项目在内，无论是

伦敦还是中东的城市规划，我都从社会文化

入手，不只是从空间怎么分功能、流线怎么

布置流畅、怎么画平面图好看，而是怎么在

这个基础上激发一种新的潜能与活力，唤醒

这个城市潜在的疯狂。

ID 回顾之前的设计经历，您觉得哪些

在设计历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是体现

了您在那段时期内哪些思考？

王 我们在做《水塔展廊》项目时，想

要人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怎么保护城市过去

的遗迹，唤醒新的功能，让人们去使用、喜

欢它，这段历史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而不

是建成一个纪念碑。我经常讲，我们很多设

计完成后才会有它们自己的生命

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建筑师群体而言，

我们对于建筑学的本体论——关于建筑是

什么，建筑能做什么——没有那么多疑问

了。就是我们很清楚要去做什么。近 20 年

来，城市爆发出的活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所谓“西方建筑学”和“城市学”的理

论无法覆盖得了的。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机遇。而如果只是借用一个现成的模式，

无论是“花园城市”还是“海绵城市”，那

些都是几十年前到十几年前在国外发展出

来国外发展时诞生的理论。你把这个学来

的东西、曾经人们以为可以按照一个完美

模式去运行的城市，用到现实中却根本不

是那么回事，现实拥有远比僵化的理论更

丰富的可能性。

ID 您在设计过程中比较关注哪些方

面？这些是否对项目最后的完成度有帮助？

王 我们目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推行同一

种方式，我会事先和甲方沟通好，做设计总

包，也就是设计、景观、空间都由我们来承

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项目我会谨慎

地考虑接不接。还是一开始我提到的，设计

是业主与建筑师完整的价值观融合的产物，

不能割裂来对待。我没有把项目当做简单的

“项目”来接，而是想要做到设计完整地呈现。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既做设计方又做

施工方，所以我对实际施工中会发生的事情、

细节还有呈现的状态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会

要求团队里的人也要掌握。所以我们一年也

就做四五个项目。

每个项目的图纸量会比一般设计院或

者商业设计公司多两倍甚至三倍，而且每个

项目不止自己画施工图，还会派驻场建筑师。

坚持设计总包，是进行一种细致入微的完成

工作，这也是允许我们可以花足够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实现一个好设计的前提。

ID 在当下的设计现状中，您的事务所

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王 我们创办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云创

生活平台”，并且拿到了投资。在对城市文

化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我们认为包含新趋势

的空间原型，这个原型同时结合了智能家居

与当下包括建筑、室内以及产品的新产业。

在这个产品原型的基础上，有相关需求的业

主可以让我们再根据项目的特色和要求进行

润色，就像在手机上上载或卸载 APP 一样。

市场在变化，建筑设计的操作方式也在

变，对于未来究竟会怎样，是需要实打实地

去研究。我认为首先需要打开思路，找到多

种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而不是等甲方给你派

任务书。

ID 除了忙于设计，您平时有哪些爱好？

王 我最近有个爱好，想去接触和理解

90 后以及 00 后们在想什么。我常会上哔哩

哔哩网站看有趣的弹幕直播，我认为“弹幕”

是一个连接“线上”和“线下”两个平行世

界的“虫洞”，拥有很大潜能。我们一直认

为 80 后们很年轻，会比 60 与 70 后们以新

的视角看城市，90 后与 00 后们难道不会以

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我喜欢以不同的渠

道和媒介去看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生活中的内

容生产本身。如果未来有时间，我还想做个

建筑播客，聊聊建筑界不常说起的但又是建

筑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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