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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前言

文中收录的文章有随笔，有杂文，有对话，也有脱胎于学术论文的文字。有的只是千字左右的杂感，
有的篇幅相对较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慷慨激昂的少年意气也渐被中年的平和充盈所取代。但文字间
依然贯穿着明确的思路。虽然该书的文章具有较大的明确性，但是在刘涤宇看来，他很希望有一天，
《扎根》中所针对的大部分问题和现象都不复存在，未来从图书馆一个僻静的角落找到它的同行惊诧
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曾经连这些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他相信这一天会存在。如果本书因此而速朽，反
而令他欣慰。在这一点，刘涤宇与《野草》自序中鲁迅先生的期望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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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内容概要

本书的文字与此时此地当代中国建筑专业和行业的语境密切相关。相关的文字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而写
，即使其中部分是对中国古代和西方建筑师、建筑或建筑相关问题的评论，也都有对当代中国的特定
时空中中国建筑一些侧面的特别针对性。本书分为三篇：“取下标签的建筑”中聚焦于当前对于建筑
和建筑理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扎根”则关注当代中国建筑师，尤其是前沿建筑师，如何在当代
中国社会条件的土壤中生存并推动建筑作为学科的发展，以及这种土壤给建筑师探索的推动力和局限
性，与近年来这种社会条件土壤的变化导致新一代前沿建筑师的实践运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回过
头来的阅读”关注的是古今中外建筑历史上的特定案例，选择标准仍然在于有助于理解当代时空下的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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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作者简介

刘涤宇，山东沂南人，1972年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2012年获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工学博士学位
。1998年起以“南萧亭”的笔名参与网络建筑讨论至今，产生广泛、积极的影响。现任同济大学建筑
城规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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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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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理想主义的情怀和决心抵挡不住资本自身的强烈要求。建筑方案竞标时，一个个方
案强烈的差异性让位于资本自身的抽象性和对经营安全性的合理谨慎。 退后一步说，即使差异性在很
大程度上得以实现，每一个地块自身的差异性在面向地块间的竞争性时，也无法进而形成更大的区域
乃至城市的差异性。由拒绝平庸而造成普遍过于用力，并导致过度设计，目的是突出特色，而结果恰
恰模糊了特色。 有幸得以建成和运营的城市综合体，必然还要有招商这样的环节。而这一步几乎是在
现存有限的可能性中做一道选择题。这个环节里面，不同城市综合体之间的差异与特色被进一步削弱
。那些商业街、商场或者购物中心里，不同城市综合体容纳的都是相似的品牌、相似的logo和标准
化CI.餐饮也是一样，随着档次定位的不同，各城市综合体中餐厅品牌有些差异，但同一个品牌很少只
在一个城市综合体设置自己的店铺；电影院更不用说，院线安排本来就是惊人一致的；不同城市综合
体的游乐场也充斥着相似的摩天轮、充气攀岩、摇摆机⋯⋯ 竞争依然是存在的，但已经不是质上对差
异的追求，而演化为量上对资本、对细节、对妥帖性的比赛。前期刻意追求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被一
点一点地抹平，直到最后虽然也不能说全无差异，这种有限差异却成为均质无特色的必然陪衬。随着
一块地接着一块地这么运作下去，原有的城市逐渐被这种综合体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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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编辑推荐

《扎根》编辑推荐：1、该套从书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系统性地关注并出版中国当代建筑思潮之发展
的评论性文集，主题内容围绕当代建筑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2、当代建筑思
想丛书的作者均为建筑专业出身，均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思想观点和扎实的理论基础。3、
专业的态度，中国的视角让观点和内容具有了理性精神和成熟性思考的特质，能够从更广泛的层面上
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4、最理性的声音：所有评论者均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思想观点和
扎实的理论基础；最成熟的批评：所有评论者均是建筑界专业人士，属于内行评论内行；最中国的视
角：所有评论者均具有国际视野，并以当下中国的视角进行思考；最具建设性的参与：所有评论者均
坚持批评是更好的改进的态度，以从技术层面解决现实问题为根本。5、喧嚣过后才有理性，批评之
后才能从容。中国出版界第一次系统性地出版当代建筑思想评论丛书，呈现当代中国建筑界最理性的
声音，最成熟的批评，最中国的视角和最具建设性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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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精彩短评

1、三个部分都很有内在联系的逻辑，尤其喜欢第三部分。
2、文笔金秋野 理论青峰侠 务实者冯路 脑洞唐克扬 还有不在场却总躺枪的慕容周 南萧亭这本嘛 哪边
都沾一点 哪边也似乎都不占 从学生到学者有多远的距离？ 
3、刘老师的语言质朴却不乏深刻，论述严密而不冗杂。很喜欢这本书。绢花与养花的比喻印象深刻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好好培养，扎根，生长。
4、自己的书就不评价了，敝帚自珍是一定的，很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5、这个系列的建筑评论丛书最爱南大侠写的，文字少了些理论的绕来绕去和感情迸发似的矫情，多
了些理性的分析和总结，每一篇写得都短小精悍并直奔主题。
6、是我至今读过最喜欢的中国建筑思想评论书。不见得最好，但最适合我，不论是语言还是思想。
最喜欢《走出手法》、《取下标签的建筑》、过度设计：从第五代电影的教训谈起。
7、很诚恳的写了中国建筑的现状，不装
8、很有启发性；大学接触的理论皮毛和现在工作所接触的实践方式之间的矛盾巨大，书中梳理出了
许多自己想不通的头绪，值得推荐
9、前几篇还行，从中间那篇软文之后就没货了
10、走出手法。
11、这本书是该作者曾经在各个杂志上的文章集合，写的真有见底，现在才读到，有种相见恨晚的感
觉的
12、
形势之辨
13、还行
14、思想的泡泡，中文，可以给你想象
15、很具启发性。看《卡洛斯卡帕：返魅之路》一篇，搜了下这位大师，震撼到了。在所有元素中，
节点是装饰的起源，细部是对自然的崇拜。
16、南萧亭老师短篇文章合集，每篇都不错看，关于历史的反思，中国现代建筑的设计和运作现状，
中西方对比etc。特别推荐《过度设计》《城市综合体》《<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与<现代建筑语言
的比较阅读>》等几篇！此书适合放在案头随时拿起来翻看看！
17、作者是个实在人，写的都是实在话。
18、思想的交流
19、取下标签的建筑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整本书是作者十余年的写作收录，作者在书中讲
述的一些有关时代发展进程的感悟虽然读者没有经历过，但是作者深刻的感悟还是能触发读者一些启
示。
20、是直抵要害的问题，精辟的总结。我自己模糊的思考变得清晰无比，自己犹豫的结论获得肯定。
我只想说声谢谢。
21、书薄如刃，笔锋可运。欣赏这样的为文
22、传递了建筑师的使命，发出了建筑师的声音。
23、建筑实践者的用心思考与总结， 很多文字有点醒的感觉。 初级选手真的需要更用心钻研才能不负
“建筑师”这个称号。  
24、好书，值得一看，感受作者是如何思考的
25、拖拉了好久，此书不好读。
26、设计介入运作，而不仅仅是设计，显然提出了非常高的全面能力要求。何况你我这种知前期不知
后期，做后期不会做前期，会画图不会操控项目进程的瘸腿建筑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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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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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章节试读

1、《扎根》的笔记-第87页

        我们未必需要新洛可可，也未必需要简约，当然，更未必需要洛可可所代表的敏感而柔弱的生活
方式。
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在日常类型化生活的麻木中，多一点点感性，多一点点细微体验的敏锐。

2、《扎根》的笔记-第32页

        如果放弃对他们居高临下般的厌恶，以一双渴望发现的眼睛去审视它们的话，也许很多不经意的
细节，很多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恰恰会构成不仅重要，而且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启发。也许世界表面
上的平庸是因为观察者的眼睛平庸造成的。这种平庸就是最重要的贫乏。

3、《扎根》的笔记-第56页

             与知己同餐共茶，的确是件惬意的事。在闲暇之余，我们相约来到一处着名茶楼，显然，我们
是冲着新春的茶香而来，品尝一回茶楼春梦。

     梦，是一个人的追求，也许我与知己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语言，情相投，意相
合。今天，来茶楼一泄平日结成的感情。

    我们坐定，叫来两杯碧绿的清茶，那浓浓的情意在杯中升腾，飘逸着一种异样的香味。

   相对而坐，一阵无语。但是，那内心却是那样的激动，举动又是那样的情柔。满脸涨红，两耳发烫
。心跳不断加快，反而显得不自然起来。

   静坐不是办法，总得要一点表述吧。于是，我端起茶杯，“请用”打开话匣，这时，话如破坝，一
泻千里。谈观念，谈人生，谈⋯⋯似乎有相邀恨晚的感觉。

   无论是新朋还是旧友，感情总是年结月累处来的。我这个知己虽相处不到一年，总感觉到十分融洽
，彼此关心眷念，无话不谈。心在一步步地贴近粘连。

   今天相约，我们共饮茶楼，品尝着浓浓的情感，真叫人流连忘返。这情境让我们永远陶醉在茶楼春
梦之中⋯⋯

    啊，下回何时相约，我居然不愿从梦中醒来。

4、《扎根》的笔记-第4页

        任何事物，被理解的开始就是贴上标签。标签式的价值判断才是导致局限的原因。悬置到的审判
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没完没了的审判，对所有人全都
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
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到的审判的合
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在那里，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指责巴奴日
的懦弱，指责爱玛·包法利，指责拉斯蒂涅克，那是你们的事；；小说家对此无能为力。创造一个道
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那里，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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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

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
，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
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摘掉了标签之后，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对周边世界的原初的感性，重
新找回为我们赖以与周围的世界进行交流的灵气。然而，城市风貌的趋同化和可识别性的丧失恰恰就
来自于城市内部各部分的这种巨大差异造成的整体特征的弱化，甚至，平庸化。对细微差别的习惯性
无视常常让“特色”仅仅成为一种广告，或者口号。过于强烈的区别只说明感官的退化。沉醉于手法
者，一生都在疲于追赶。走出手法，并不是完全拒绝手法，而是拒绝炫耀手法的诱惑，恢复手法作为
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地位。做设计必然会有限制，但视野开阔了，限制是你的主动选择，是“我要这样
”，而不是“应该这样”。MAD建筑师事务所的胡同泡泡。所以，不必重复以往的宏大叙事思路，将
本土化作为一种限制条件笼罩在每一个个体探索的头顶。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自由探索，方法不同，取
向各异的具体建筑本土化成功案例，当代建筑本土化之路也就浮出水面。针对当前的情况，具体地做
比茫然地寻找一种可以大量应用的方法重要得多。没有了第五代高峰时期的人文关怀和细致入微的体
察，却继承了其最大弱点----过度演绎。端着“历史的寓言”，“人类的&lt;原文开始&gt;命运”这样
宏大但空疏的架子，却连人作为人的基本常理都把握不清楚。与电影的过度演绎类似，当前一些建筑
越来越让人感觉到过度设计。两者形成的原因相似，都来自于目标超出自己的能力所及而产生的焦虑
感。过度设计一般不是全方位的过度，而是某些方面的过度伴随着其他方面的贫乏。过度设计来自于
对建筑的姿态过于在意，却只能体察到很少其他同样需要深入设计的内容。建筑表达自己的欲望过于
强烈，也就很难见到一些细微且从图片和照片中也很难看出，但却让人感觉到体贴和到位的内容。也
许世界表面上的平庸是因为观察者眼睛的平庸造成的。这种平庸就是最重要的贫乏。给平常的事物赋
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张永和先生也提到过，英国建筑师约翰·鲍森用整块大理石凿出一个绝对单纯
几何形的浴盆，他创造了一个极为昂贵的简洁。如余光中所说，快乐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直接的快
乐，这就是感官的快乐；而另一种则是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要经过刻苦修炼得来。我们需要的，也
许是在日常类型化生活的麻木中，多一点点感性，多一点点细微体验的敏锐。这样你会发现，惊喜并
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风格，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中随处可见。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
百代之过客。肯尼思·弗兰姆普敦在《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中，用“失魅中的返魅”来描述卡洛·斯
卡帕的作品。但在斯卡帕看来，这种方法最大的魅力不是空间关系的可能性，而是不同界面重新组合
时形成的交界处，也就是节点的处理。密斯关注节点，是对材料交接技术的精密探讨。而斯卡帕，则
试图通过节点、材料或空间之间的交接方式，来唤醒对日常所见的材料或空间的麻木，来重新使观者
凝神静思，通过沉浸于相关情境中，以体察到平时被忽略的精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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