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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頂是藍天，身邊有
竹林，感覺太親切

了！」成都居民84歲的吳大
爺說，西村大院完全敞開，
絲毫沒有壓抑感，竹下生活
是成都人的日常。吳大爺的
一席話，無疑從另一個層面
為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辭作
出了完美註釋。「這個評價
非常高，宛若知音。」劉家
琨說，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
中，他一點點領悟到「建築
為人」的理念。

從作家到建築大師
劉家琨1956年出生於成都，母親是一名內科

醫生，因此他的童年大部分時間在成都第二人
民医院裏度過。1978年，他被重慶建築工程學
院（今重慶大學）錄取。「我的親屬大多是醫
務工作者，成為一名建築師更像是一場意
外。」劉家琨說，彼時，他的內心不愛好建
築，也不知道喜歡什麼，「到了大學三年級還
是很迷茫，感覺對人生挺失望。我的偶像何多
苓考上了美院，後來成了大畫家，當時覺得我
再走畫畫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劉家琨後來想到，寫作也是一種表達方式，
於是便藉助寫作來表達對藝術的追求和慾望。大學畢業後，他被
分配到成都市建築設計院，1984年至1986年自願外派到西藏那
曲。其間，他白天做建築設計，晚上則全神貫注於文學創作。
1984年，他的小說《高地》被收錄入《四川文學》，爾後還有
《英雄》《我在西部做建築嗎？》《明月構想》等作品誕生。
「建築設計不只是謀求功名利祿的工具，更是漫遊精神高峰的導
遊。」《我在西部做建築嗎？》中的這一段話，體現了他對建築
精神價值的深刻理解。十多年來，他的心思游離於建築學之外，
甚至謀發了改行職業寫作的念頭。
1993年，同學湯樺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個展，劉家琨「看見」建
築也可以呈現某種精神性，可以做得很有意思，「一下子擊中了
我，對建築的激情在那一刻突然被喚醒。」於是，他重新審視建
築，決定回歸建築設計，這顆漂泊了10多年的建築種子，終於在
這一刻落地發芽。「生命會自己找到方向。」他針對當年的這個
轉變過程，做出了這樣的解答。

讓建築親民有詩意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是一首詩，西村大院就像一部『社會
學』，胡慧姍紀念館則像一滴眼淚……」劉家琨表示，他比較關

注項目精神層面的東西。這
一點也得到了普利茲克建築
獎的認同，「在成都胡慧姍
紀念館的設計中，他理解到
身份認同關乎集體和個人的
記憶，巧妙地將個人視角提
升為場所營造的基本要素，
喚起心靈層面的共鳴。」這
段評審辭，無疑是對他這種
追求的肯定。
走到玉林路的盡頭，坐在
小酒館的門口……一首《成
都》唱出了成都人的日常生
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劉家

琨與何多苓、張曉剛等一批藝術家、詩人們扎
堆在玉林路的小酒館裏，還在這裏成立了「家
琨建築設計事務所」。他以畫家何多苓、羅中
立的工作室為開端重啟建築設計。事務所年年
舉辦「家琨廚藝大賽」，口號是「在成都做建
築，先要有個香香嘴哦」。藝術家們在這裏彼
此被激發、影響，靈感像打翻的顏料盤，重新
匯聚形成新的創造形式。在劉家琨的影響下，
何多苓對空間產生了興趣，《迷樓》《後窗》
《庭院方案》等系列作品融合中國畫與園林建
築元素，形成了全新的繪畫風格。
在「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裏，劉家琨特別展

示了那曲群藝館送來的一份特殊禮物——1984年7月，他參與設計
的那曲群眾藝術館的珍貴資料。「首任群藝館館長嘉措還有一封來
信，先是一番寒暄，後面則罵了一通。」他笑着說，聽說群藝館沒
咋用，裏面關的全是羊，「牧民哪有在房子裏跳舞的，他們都是在
草原上跳鍋莊。」他表示，這件事對他有很大的啟迪：建築設計一
定要了解當地人的生活和行為，清楚他們心裏想要什麼。人類為什
麼要蓋房子？建築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建築為人、服務社會，只
有人愛去一切才會發生。」劉家琨表示，建築設計與社會發展緊密
相關，不同時代的建築可以書寫和凝固這個時代。
在經歷喚醒、回歸之後，劉家琨將這種覺醒轉換成圖紙上的每一

根線條、每一處細節。歷經無數個日夜的沉澱和堅守，最終呈現了
一幅幅充滿溫度和極具詩意的作品。如今，「家琨建築設計事務
所」是一個擁有20多人的團隊，且大多是年輕人，在科技日新月異
的今天，劉家琨始終卻堅持做實體模型。他認為，電腦呈現出來的
平面圖僅是一個虛擬三維空間，有許多不能觸及的地方，缺少感知
力還容易騙人。普利茲克建築獎對劉家琨的這種固執給予肯定：他
接納而非抵制反烏托邦/烏托邦二元論，展示了建築如何在現實和理
想主義之間達到協調，將本地解決方案提升為普世願景，並創造了
一種語言來描述一個社會和環境公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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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
（中國成都，2002年）

重慶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
（中國重慶，2004年）

胡慧姍紀念館
（中國成都，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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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井街酒坊遺址博物館
（中國成都，2013年）

諾華上海園區C6樓
（中國上海，2014年）

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
（中國蘇州，2016年）

西村大院
（中國成都，2015年）

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
（中國瀘州，2021年）

走進成都市青羊區貝森北路，一個小小的「四川盆地」和大大的「成都火

鍋」呈現在眼前，體育、餐飲、菜市場、幼兒園等被「燙」了進去，極具濃

厚的社區氣息。這西村大院正是成都建築師劉家琨2015年的作品。今年3

月，劉家琨榮獲2025年度普利茲克建築獎，這是一項在國際上公認的建築

界最高榮譽。在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辭中有這樣一

段描述：面對快速演變的社會和環境挑戰，全球建

築界正在苦苦尋求着應對舉措。劉家琨

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頌揚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也彰顯着他們的集

體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文里．松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
（中國麗水，2020年）

劉 家 琨 作 品 獲 獎 情 況

自1979年以來，普利茲克建築獎每年都會頒發
給在世並對人類和建築環境做出重大成就的建築
師，可以說是從全人類的視角來發現偉大的建築
師。為什麼是劉家琨呢？ 劉家琨的作品以其深刻
的連貫性和穩定的素質，擺脫了各種美學或風格上
的束縛，對新世界進行了想像和建構……普利茲克
獎評委會給出了如此評價。那麼，劉家琨的設計究
竟有何獨到之處，是如何在構建「新世界」呢？

從早期作品開始，劉家琨便打破了審美、建構、
參數化等「主流」建築語言，着眼於就地取材、簡
便易行。在設計方面突出人文和公共性，在用料方
面樸實無華，讓建材直接袒露其真面目……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許多建築因地震
而坍塌，他便帶着工人用這些廢墟材料作骨料，摻
上切斷的麥秸作纖維，再加進水泥、砂石，做成再
生磚造新房；在鄉村項目中為了避免牆壁抹灰不平
整，他要求工人必須亂抹，抹平了反而拿不到工
錢，最終卻呈現出了始料未及的美感。「材料無所
謂貴賤和新舊，最重要的是賦予靈魂。再生磚承載
着災難的記憶，也見證着從廢墟中崛起的力量，這

種草根性會讓人放鬆且產生共鳴。」劉家琨表示，
這便是「低技策略」，即用低技術手段、低造價，
營造出高的藝術品質。
走進鹿野苑博物館，感覺「湊合」而鬆弛，許
多不對路的接縫和粗糙的混凝土看上去不那麼
「標準」；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項目，整體融
入天寶山鬱鬱葱葱的懸崖景觀之中，建築與自然
和諧共生；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上層向外
懸挑、地面錯動，與自然融為一體非常「接地
氣」……無不體現了建築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相互
依存。簡易的灰色清水混凝土圍了三個邊，剩下
來的北面像是腳手架還沒來得及拆，也沒個正經

的大門，隨便哪個口子都能進……西村大院常常
被戲稱為一幢尚未竣工的「爛尾樓」。在建造四
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時，用山沙代替河沙並
摻進鐵紅代替塗料，經過十多年的風化，留下了
珍貴的歲月味道。劉家琨的作品傾向於「未完
成」，給建築留下了自我成長的機會，給人留下
自由發揮的空間，實現了建築「為社區而建，由
社區來建」。「好多建築師都在做一個殼，劉
家琨在做一個整體，他考慮的事情是人的整
個感受。」畫家方力鈞的這一席話，或
許為建築設計們指明了方向，那就
是「一切以人為核心」。

「低技策略」營造出高品質

●2022年，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獲「德國設計獎金獎」

●2021年，文里．松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獲「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之遺產文脈新設計獎」

●2021年，西村大院獲「三聯人文城市獎——公共空間

獎、實踐成就獎」

●2017年，西村大院獲「第九屆遠東建築獎——傑出

獎」

●2016年，西村大院獲「中國建築獎——城市貢獻獎優

勝獎」

●2010年，上海青浦新城建設展示中心、上海相東佛像

藝術館獲「《建築實錄》第三屆「好設計創造好效益」

中國獎——最佳公共建築、最佳歷史保護建築獎」

●2009年，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獲「中國建築學會建

築創作大獎」

●2007年，上海青浦新城建設展示中心獲「第六屆遠東

建築獎——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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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琨劉家琨（（右一右一））出現在何多出現在何多
苓的作品中苓的作品中。。

●●熱鬧的西村大院空中跑道熱鬧的西村大院空中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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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職業生多年的職業生
涯中一點點領涯中一點點領
悟到悟到「「建築為建築為
人人」」的理念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