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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

内容概要

《应力》介绍了中国新一代建筑师李虎、黄文菁的作品，从学术角度剖析这两位建筑师的代表作，展
示当代建筑设计的最新研究成果，以独特的视角去呈现中国当代建筑的历史，梳理中国当代建筑史的
脉络和逻辑，并力图呈现中国建筑师的新面貌。能给青年建筑师和建筑学子提供必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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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虎，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曾任Studio-X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中心负责人，美国Steven
Holl Architects（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合伙人。1996年取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98年取
得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黄文菁，0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美国纽约州注册建筑师，美
国建筑师协会会员。1996年取得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1999年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
学位。独立实践之前，黄文菁曾任纽约Pei Cobb Freed&Partncrs Architects（原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资
深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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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城市空间的梳理是能由宽泛的“开放”解决的么？
2、还是蛮新的出版物 写到了其之所以open的概念 从柯布阐述开始 以及多年在美国的习惯研究与回国
面临的新挑战 不是设计建筑而是创造其体系以便复制有效使用 预留大量的城市空间给无缘享受该建
筑的人们进行建筑中的行为
3、在一条非主流的路上越走越远  看出很多早期URBANUS的影子    
4、在当下这个社会还有坚持100年前柯布西耶梦想的人，值得点赞！
5、李虎老师身上能看到柯布的影子
6、很高兴国内还有事务所可以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提出“开放”、“公共”等现在已经不甚时髦的
主张，而不是沉浸在追求强形式或者小确幸的泥潭里；OPEN不断地将丰富的公共活动引入自己的项
目中，多少试图表明自身非精英化的立场，并且希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确是柯布式的个人英雄
主义，确实与时代相背，但是他们的理念我深表赞同，可能因为我骨子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一
点妄想——如果我们对当代公共领域的认识能够基于观察与归纳，再有更大胆的设想， 我们也许能创
造出更有趣的建筑。
7、小清新的时代里，读到大变革，然后实践小变革。
8、这套书看来印得都比较舒服。open这本的图比较丰富，文儿写得也清楚，虽然不见得深刻、创新
到哪里，总是不错的一本，也有启发，四星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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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应力》的笔记-35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过于恋物，太把建筑当作一个物体来看，更夸张的是变成一种形象和图像，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从媒体到政治，方方面面，追求把建筑物体化。而我们更感兴趣的
是建筑跟行为的关系，建筑跟生活的关系，因为我一直相信建筑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组织人们的生活
。

我很强调的观点是：简直不是简单物体、简单物质的问题，城市性说的是人性，这是一种精神的问题
，一种态度的问题。建筑真的能体现这件事情，当然前提是公共建筑。

2、《应力》的笔记-第27页

        我跟其他的我这个年纪在中国实践的建筑师有一个不同，我在国外工作的时间长一些。比如我在
美国工作的那十多年，并没有思考太多关于城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都得很少，那几年我在做的事
情，很多是他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事情，也就是本体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建筑问题。回国以
后，我才观察到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我想，这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比如我在纽约做项目，没有
那么多城市的问题，我不会考虑太多公共空间的问题，也没有太多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材料的
问题，考虑的更多的是比例、空间、光线、细节，所以我那几年都在做非常单纯的事情。

回国之后，发现完全是一些新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基本问题不在我关心之列，我每天花80%时
间埋在那些基本问题里边。可是，我觉得这还是不够的。引用艾森曼讲过的一对词语，是1990年代曾
经听过他的一次讲座里提到的，一个是“必要性”（necessary），另外一个是“充分性”（adequacy）
。在谈什么是好建筑的问题，达到必要的好和足够的、充分的好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这些建筑的基
本问题、本体性问题，是艾森曼说的“必要性”层面的问题，还没有达到“充分性”的层面，也就是
说，建筑能否足够的好，足够地有力量。

....

1960年代的时候，国外很多建筑师不屑于盖房子，那时候最有骨气的建筑师根本不盖房子，这是很有
趣的现象。他们不盖房子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那时没有盖房子的机会，只是一般甲方不找这一类的
建筑师。这当然很矛盾，的确商业的发展给建筑师盖房子的机会，可是负面效应就是极大地影响了建
筑文化，当房地产和政治驱动快速建造的时候，的确影响建筑行业的发展，使之偏于表象化。

....

我来解释一下这里有什么会触动我这么想，而且只有回到中国才会想这事。第一，快速，的确，快速
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东西，设计的快速，建造的快速；第二，大量，又回到建筑实践的模式与方式问
题。

传统建筑设计，无论是教皇还是皇帝请一个建筑师，一定要有权有势，请一个建筑师来做是一对一的
定制；而开放性最根本的思考是一种新的方式，就是如何参考产品的模式来做建筑设计。耐克要生产
数不清的鞋，但它想建立一个“批量定制”的生产体系，可以每一个人的鞋都不一样，这是在2000年
左右耐克出的新概念，当时很酷，是颠覆性的概念，不是一个形式，是可以拓展开的概念。如何在两
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工业化大生产和更原始、传统的建筑设计服务一对一？这两者之外的另一种
可能性是我感兴趣的：两者之间，这个客运适应今天面临的快速和大量的建造问题。

3、《应力》的笔记-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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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近来中国建筑界对完成度的推崇相悖，李虎不断强调的则是勒·柯布西耶所提到的理念的精确
性。意义的清晰与坚决，这足以解释OPEN作品有时在理念上近乎“简单粗暴”的特征。当然，这并
不意味着OPEN的作品缺乏细部，对细部的执着或许是李虎在斯蒂文·霍尔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仅仅是手段，理念才是主导性的，在表面装饰不断蚕食市场的今天，这样的强悍已经日渐稀
少。

⋯⋯他们所共享的，是认同理性的分析与谋划可以分解问题之所在，进而通过合理的解决方案推动人
类文明的不断进步。这种理性特征也存在于OPEN的实践当中，在他们的文字与建筑语汇中很难找到
那些难以名状的概念与场景，一切都尽量清晰和明确，无意于神秘感的缠绵与隐晦。这或许是OPEN
的优势与局限。清晰性可以转化为明白无误的建筑效果，李虎所要求的精确传达会导向一种能立刻被
理解的明快与信赖。但同时，建筑师也放弃了对那些在言辞与理性限度之外的，不可言说的领域的探
索。

4、《应力》的笔记-第20页

        记得1999年在纽约听彼得艾森曼的讲座上谈到了判断建筑的necessary和adequacy的概念，暂且翻译
成必要性与充分性。这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是我们经常思考的事情。当然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判断，个人
的见解不同，也产生了今日建筑实践的丰富性。在我们看来，necessary是必须的，是那些建筑本体的
内容，这些内容是建筑学经过了历史的积累所沉淀下来和不断丰富的一些技能、常识和知识，是我们
需要不断汲取、磨练和修行提高的内容，如比例、尺度、构图、技术、节能、气候等。对这些基本问
题的成熟把握构成了一个建筑作品成立的必须性，或者前提条件。然而，一个建筑师对于adequacy的
理解和判断，才是建筑作品差异性的决定性因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又不得不讨论一下在今天
做建筑的价值所在。

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一方面价值取向越来越被资本和权利所牵引，另一方面瞬时媒体越来越多
地造成思维短路，建筑也脱离它的空间创造而成为一种影像或者更多是一种图像的制造。当建筑的体
验被文字与图像所代替的时候，它越来越接近广告，而不再真实。这迅速导致了设计的关注点流于空
洞肤浅的图片制作。回想起阿道夫·路斯在《装饰与罪恶》里所批判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问题，再看
当下，装饰只是已经转变为另类的更为丰富的形式，重新返回并成为一种蔓延的问题。在图像经济影
响下，技术、绿色、细节、 空间 都可以成为装饰的手段，来共同产生一个空洞无物的视觉绚丽。而
我们需要的是远离这种炫技和投机，而转入更有挑战性的寻找建筑在当下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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