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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打卡是现代人使用、体验

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受追捧的

建筑前，掏出手机自拍，再晒一个朋

友圈，发表几句评论感言，很多人都

这么做过。事实上，“网红建筑”已经

成为建筑设计行业的热门话题，一

些建筑师在展示作品时常以网络数

据展示实力，而另一些建筑师则对

“网红建筑师”的称谓表示反感。其

实，身处于网络时代，重新审视“网

红建筑”的力量，寻找其中蕴含的趋

势与走向，对建筑设计本身来说是

必须被正视的时代命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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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重新审视“网红建筑”的力量
流量会成为建筑师考量的另一重维度吗？

◆ 琳 恩

    在上海，无论新建筑还是老建筑，甚至空

间装置，都有可能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
网红。比如前段时间爆红的武康路老宅的蝴

蝶结阳台；比如最近开幕的、由普利兹克建筑
奖得主让·努维尔设计的新天地商业综合体

建筑；再比如复星艺术中心广场上的安藤忠
雄的空间装置作品《永远的青春·青苹果》，都

是“爆款”。

“以前我们通常将建筑作为工具使用，其
工具价值远大于符号价值，以前我们也常说

形式追随功能，而现在形式要追随各种各样
的说法，追随社交媒体。”近日，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建筑评论家和策展
人李翔宁在一场人文城市论坛上讲述了他对

“网红建筑”现象背后的看法和思考。

大咖都有“流量意识”

传播也是设计的维度
对于严肃建筑师不喜欢媒体、不喜欢“网

红建筑”的说法，李翔宁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所谓的“网红建筑”并非全新物种。
美国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打造的毕尔巴

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早期的“网红建筑”。
而弗兰克·盖里也因此成为初代“网红建筑

师”。
近日，“网红建筑师”安藤忠雄国内首个

美术馆级大型回顾展览“安藤忠雄：挑战”在
上海复星艺术中心拉开序幕。光之教堂、水

之教堂、住吉的长屋等众多经典作品，以精致

的建筑模型配以详尽的设计手稿、影片以及
旅行笔记、照片再现人们的眼前。很多人倏

然发现，这些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气质，以及大
师独特的“反潮流”设计语言，非常适合用来

作为拍照打卡的背景。
安藤忠雄对于建筑作品是否被广泛传播

相当重视。由于他是土生土长的大阪人，和
东京建筑圈有着隔阂。为了争取让作品能被

更多人看到，能受到业界和评论界的重视，在
出名前，他就在每天晚上九十点钟轮流给主

流建筑杂志的主编打电话，希望发表自己的
作品。而在成名之后，“自带流量”的他，对于

作品被批评为“反潮流”“反舒适”的说法并不
在意，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即使现

在，安藤忠雄做拳击手、环游全球学习建筑的
励志故事，仍在通过社交网络广泛流传，让年

轻后辈们津津乐道。
任何一位建筑大师的诞生，都离不开作

品被大众所传播。即便是弗兰克·劳埃德·赖
特这样的大师，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登上《时代

周刊》的封面也使出过诸多手段。
按照李翔宁的说法，普罗大众和建筑师

之间的关系相当有趣。“比如，彻底影响了人
类 20?纪建筑进程的柯布西耶，其实是一个

很有网红意识的建筑师，不仅自己创办杂志，

还提出各种适合传播的宣言式口号。他知道
怎么包装自己的理论，怎样让自己的理论成

为全球流行的建筑风格。今天我们知道的所
谓‘新建筑五点’，都来源于他自己写的书。”

柯布西耶是建筑师，同时也是掌握了话语权

的理论制造者。他通过传播，不仅使自己的

作品处于实践前沿，也处于理论甚至媒体
话语权的前沿。

换言之，得到公认的大师们都有很强
的传播意识。只不过时代不同了，现在，移

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成了传播重镇。

正视“网红建筑”价值

城市更新需要被关注
事实上，在眼球经济和体验经济大行

其道的时代，“网红建筑”有着不可估量的

价值。比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复兴，就和
这个城市兴建的一座“网红建筑”有着密

切关系：带着达利画作的超现实主义气
息、外形犹如太空飞船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给了这座后工业化的没落小城重新振兴

的机会。
中国也有不少“网红建筑”的例子。荷

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
总部大楼凭借独特的“大裤衩”形象挑战

了人们对于传统高层建筑的印象。尽管有

人对这个造型颇有微词，但是库哈斯作品
在全球的传播效应带来的口碑和影响力

也是实实在在的。

作为国际设计之都的上海，在这座海

纳百川的城市里更是聚集着许多新旧不
一的“网红建筑”，既有东方明珠、上海中

心这样的现代楼群，又有旧时十里洋场的
外滩“万国建筑”；既有像“浓缩了上海近

代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这样的顶流，也
有像虹口 1933 老场坊、1913 老洋行这样

修旧为新的“后起之秀”。

毋庸置疑，“网红建筑”所带来的流量

和关注度，为建筑所在区域带来了消费和
经济效益。武康路的一众咖啡馆就因为冲

着武康大楼慕名而来的游客受益，陆家嘴
的“三件神器”更是常年游客络绎不绝。

其实，上海城市的更新、区域经济功
能重新规划和发展，都离不开“网红建筑”

的助力，从这层意义来说，大多数“网红建

筑”在上海焕发出了强大的正能量。

徐汇滨江的上海西岸艺术建筑群一直
保持着较高的流量和网络关注度，为徐汇滨

江的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杨浦滨江“中国近代工业文明长廊”的更

新之所以受人关注，“网红建筑”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

“绿之丘———杨浦滨江原烟草公司机修

仓库改造项目”优化了滨河空间，把老建筑改
造成城市综合体，提供了公共空间与绿地，还

江于民；而由上海制皂厂车间改造而来的“皂
梦空间”，处处突出“皂”和“梦”的元素，也迅

速跃升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从这个角度看“流量是不是评判建筑设

计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答案已无需多言。

在解构中发现未来

保持积极挑战状态
当然，流量思维也给建筑设计本身带来

了新的挑战。18?纪，西方的绅士们要去古

罗马、古希腊“壮游”，去遗迹中考察，体验什
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化和历史。“今天，如果你

看到有人不仅对着建筑拍照，还上手去摸索
的，那一定是建筑师，因为他需要通过触摸获

取对于材料的感受。”李翔宁坦言，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建筑用什么材料，表面是粗糙还是
平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更关心的是，

自己和建筑在照片中有着怎样的关系。“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个人化对空间的解

读，不再是由建筑师告诉人们这个空间该怎
么用。建筑通过图像和照片被解构了。”

有鉴于此，有建筑师在设计时就刻意加
入了一些“网红元素”，比如：适合拍照的大墙

面、制造一些“洞”、提供框景视点或特别的光
线角度、用大空间制造奇观式的体验。而这些

可能只是“网红建筑”的表象。安藤忠雄给出
的总结是：建筑设计不是体量大小的问题，而

是里面是否有人性和冒险的力量。
挑战与冒险，一直是建筑师需要面对的

问题。在柯布西耶的年代，只有“古典主义”和
“折中主义”被认为是建筑设计流派。柯布西

耶刚开始设计钢筋混凝土建筑时，只被认为
是一种新的潮流和时尚，并不被当作是一种

建筑设计流派。之后，通过多位建筑大师的努
力，人们才将其认同为“现代主义建筑派”。

李翔宁认为，当代中国建筑师们学习柯
布西耶时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柯布西耶如何

在自己的设计生涯中应对新事物，并发展出
一种新的建筑语言，而不是热衷研究他的作

品，并执著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主义建筑语

言。“今天再去模仿柯布西耶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更应该模仿的是，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建

筑设计师，如何从当代的时尚、流行、媒体中
看到未来建筑设计的走向。”

“愿人类与建筑、城市与社会都不要完全
成熟，始终保持积极挑战的青涩状态。”安藤

忠雄把青苹果装置放在展览场馆门前的广场
上供人们打卡，制造出新网红的同时，也和当

年的柯布西耶一样，在作品中寄托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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