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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 珏

仰望同一片天空仰望同一片天空

当我们穿着考究的衣服，拿着精致的皮包，行走在现代化的水泥森林中，城市是一种伪装，生命也是一种伪装。

但，生命绝不该是如此的。

当我们穿着考究的衣服，拿着精致的皮包，行走在现代化的水泥森林中，城市是一种伪装，生命也是一种伪装。

但，生命绝不该是如此的。

“螺旋藻井其实是中国戏台或者一些重要

公共建筑上面的一些装饰性吊顶，去表达一种

美好的寓意，比如星空、天庭以及人类对上天的

一种信仰。”

说到这个作品，王灏说，在中国的传统美学

里，有很多共通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赋予形式的

东西去掉，最后可以看到一种至简的力量之

美。“直击核心的美必然是有力量的。”

在他看来，艺术并非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它

应该是朴实的，应该是有生长的力量的。

“作品传统螺旋藻井，其实对于传统凿井没

有很多改变，是对传统凿井的一个当代彩塑，所

以它的形式语言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们做这个

作品的目的是去研究传统木构的当代化的可能

性，实现传统现代的嫁接。”

“还原穹顶的力学关系，把不太重要的构件

简化，让它形成一个比较明朗的构成。”

在对话里，我们可以读到王灏对于艺术空

间的理解。

群像思维

在去采访的路上已近黄昏，车窗外一棵棵

的树滑过，被落日的余晖简称重重的剪影。在

脑海里，它们如胶卷般拉过再一圈圈的绕起，环

绕着头顶的一方天空。这也许就是穹顶的感

觉。

当我们沉浸在天地之中，很多感受是互通

的。就像在面对浩渺的星空时，我们会感受到

自身的渺小。这是场域带给我们的感受，这种

感受会往往会引发群体思维。

“但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以引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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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螺旋藻井传统螺旋藻井

架构起新的场域，从而抵达群

像思维。”

“群像的思考可能是建筑

师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往往服

务的是一类人。比如说我要给

什么样的人使用木结构？或者

木结构能够传递给人什么样的

情绪。”

换一个角度来讲，群象思

维也许就是对生活在不同场域

的同一类人的需求以及审美的

思考。

“穹顶便是在这样一种群

像思维下，对于木结构文化的

升华和终极表达。”

生活仪式

“穹顶的结构与横平竖直

的房梁是不同的。所以它对于

空间的表达，必然有着更高级

的诉求。即使它是人造的，也

有着更加美好的意象。美好往

往能产生美好心灵的回应，这

是空间的仪式感。”

在这件螺旋藻井的作品

里，去掉了古代建筑中的复杂

花饰，简化了很多建筑中的特

定延展，留下了彰显木结构纹

理以及力量构成的框架。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的变

化，这种关联更多是一种基因

上面的，这给空间赋予了仪式

感。”

我们的生活里会有很多的

繁花，但是赋予繁花色彩的根

系只有一个。什么样的根系决

定了盛开什么样的花朵。

“那么这种集中空间里面

你们就有一种向上的感觉，就

像你去教堂里，会有一种庄重

感。那便是空间赋予你的感

受，也可以成为空间所赋予的

仪式性。我觉得这种仪式性

也是建筑空间中特别重要的

一部分。”这也是从文化到仪

式感，再到生命本质的过程。

顺其自然

“我们中国古代在乎的仪

式性的东西很多，比如说人去

世、出生、结婚等，它其实表达

的 是 一 种 生 命 的 重 要 的 节

点。”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仪式

感与自然对立起来，但其实仪

式感是顺应自然而生的，例如

生与死。正如王灏老师所说：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把仪式感

等同于获得感，比如隆重、场

面、阔气等，这是不对的，其实

人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我们

需要做减法。而且仪式感往

往是有计划性的，比如黄道吉

日，这种计划性往往是与自然

相链接的。”

当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

仪式感，我们才能通过仪式

感，却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

美好。

“在一些狭窄的情感领域

里面，现代人与古代人的情感

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的很多精神数据

却被改变了 ，我们很少在为吃一顿饭，看到一

个老物件，听到落雨的声音而感动。”

因此如何在空间里去引导这样的仪式感，

是王灏老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当我们在谈这些生活方式的时候，就很

难再与古人有同理心，比如说古代人去远足一

下，看看月亮，他就觉得这无比幸福，再比如焚

香、赏菊、品茶等，这种幸福是有生命力的，它

来自于中国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选择。现在

人就不太具备这种能力。”

其实这种能力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宽度，也

决定了我们在面对困境时候的包容性。

“一个好的生活方式至少需要一个好的空

间的，可以让你找回到曾经的仪式感。”

当我们的生活与自然建立起联系，从而找

回天地人之间的仪式，日常生活也就成了一种

修道的方式，从而成为内心自由的人。

王灏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人没有那么大

的张力，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非常世俗的一个怪

圈里面，处理所有的事情。”在空间设计的过程

中，王灏觉得生活空间对于生活方式是一种保

障，可以让大家获得普遍意义上面的一种幸福

感。“修炼怎么样的生命底蕴，是我们应该经常

反省反思的。”

这个螺旋藻井应用在王灏设计的一些公

共场域，例如宁波慈城的抱珠楼。从公共场域

的建筑设计到艺术作品的呈现，王灏试图在空

间场域的引导中找到一种结构的精神象征。

“很多人会在木结构里面找到皈依感，在

混凝土建筑里面就很难找到。这可能是一种

生命共呼吸。所以说中国人对这种自然万物

的欣赏水平是很高的，这是长年累月经验的累

积。就像“品”这个字，你要知道境界的变化在

哪里，层次的变化在哪里，对吧？”

在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王灏老师还描述

了他对于品质生活的理解。

当我们在不断的追求品质生活的时候，真

正的品质在哪里？是在空间的物件上吗？也

许真正的品质在我们对生活的感官里。无论

是大智若愚，还是大道至简，自然是最好的一

种状态。

就算我们一直在说生活的仪式感，这种仪

式也来自于自然的赋予。如果空间能够嫁接

起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桥梁，那么也许我们在生

活里会遇见更多的美好。

所以，从大的建筑设计到小的艺术品，无

论是大场域还是小空间，思考所能引起的共鸣

是一样的。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如何在这个空间

里不迷失，如何在这个空间里找到内心的自

由，正如王灏所说，空间的取舍其实也是生活

方式的取舍，就像螺旋藻井，舍弃一些对于精

致生活的刻意追求，保留对于自然力量的结

构。相信那是一种可以自我调节的力量，也是

帮助生命返璞归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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