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是城市的元素，耸入云端的

摩天大楼，熙熙攘攘的交通枢纽，都

是社会状态的最真实载体，而建筑师

则是这个载体的构建者。

2014年，为配合习主席访法，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办的“感

动中国”展览中，有一组十分引人注

目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方案模型：

北京在建最高地标“中国尊”、传统

商业街区“大栅栏”重建规划，以及

首钢厂区改造总体规划。这三个项目

代表了中国城市文化的复兴的示范。

而这三个项目的主创建筑师、项目负

责人竟是同一个人：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吴晨博士。

初见吴晨，一头卷发，总是面带

笑容的他给人第一感觉特别有艺术家

的气质。当聊起一件件自己匠心营造

的作品时，他却这样告诉记者，“要

成为一名可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建

筑师，不应该只是盯着一幢或者几幢

独立的建筑，而应该从不同的空间与

尺度上看待建筑：区域、城市、单

体，以及细部。从更高层次、更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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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看待建筑，游刃于建筑的各个层次

间。”目前，吴晨和他的团队以及周

围的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行业跨界．压力与机遇并存

前瞻性、不断创新和专业的延展

是熟悉他的人给吴晨的标签。“建

筑、规划和景观横跨了三个一级学

科”，吴晨说，“这些学科更加关注

社会和文化问题，跟所有人的生活，

特别是城市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他

看来，自己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面

临的压力与挑战并存，在中国也充满

着发展和为社会贡献力量的机遇。

在吴晨的办公室中，各种建筑模

型映入眼帘。“可能感兴趣的点特别

多，所以做的事情也特别多。”吴晨

告诉记者，他先后主创并主持设计了

7个火车站，像北京南站、广州南

站、南京南站等大城市、旅游城市的

火车站，其中既有中国建筑师主创的

世界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也有中国第

三代火车站的开山之作。在跨度达到

近十年的这段时间里，吴晨和他的同

事们为中国交通建筑的发展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火车站

建设中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

吴晨的另一个工作领域是对旧城

的保护和复兴，包括现在北京一些最

重要的旧城的历史街区。“我们在研

究的过程中逐渐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去，我们要保护这个伟大城市的风

貌，更要让她获得新的复兴，为此我

们将竭尽全力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为主创建筑师， “中国尊”是

特别让吴晨自豪的一个作品。“中国

尊”，形如中国传统的礼器——尊，

故此得名，这个日渐著名的建筑也是

由他本人命名的。总高528米， “中

国尊”既是北京未来的最高建筑。也

是世界上地震设防8度区最高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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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将大数据分析应用于城市规划领域。对城市新的功能区进行合理规划

吴晨告诉记者，他的初衷是希望用一

个具有中国历史意境的建筑表现新时

代的城市意象，并使这栋建筑成为中

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

回国后的吴晨事业发展稳健而富

有成果，但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建

筑师来说，诞生在这个年代，出生在

这个国家，能有这个机会对自己所热

爱的事业和城市贡献力量，是一种幸

福。而这也是我选择这项事业的初衷

之一。比较有幸的是，我所从事的专

业也恰恰是我所喜欢的，也是能够把

我的一些能力和一些经验、一些所谓

的思想和智慧贡献出来的领域，我觉

得这是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话语

间，吴晨透露着一股坚定。

眼下，吴晨正致力于与英国剑桥

大学进行合作，将大数据分析应用于

城市规划领域，对城市新的功能区进

行合理规划。“中国现在每年的建设

浪费达到2．7万亿，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规划决策手段的失误，最直接

的表现就是近年来屡见不鲜的‘鬼

城’现象。我们的研究成果，希望从

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的出现。”吴

晨说。

吴晨坚信，一名建筑师，固然应

该有梦想，但是，更应该有一种责

任。真正的大师不是自我陶醉、自说

自话的晦涩的哲学家，而应该是有思

想、对社会有贡献、能够承担起社会

责任的人。

城市复兴，不曾停歇

城市之所以繁荣和充满魅力，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其他地方难以比

肩的多元文明。人们能够在体验城市

独特文化和历史的同时，从中品味悠

悠的岁月积淀和最具潮流的时尚风情。

城市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后，

在西欧发达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

理论。目前是许多欧洲国家城市建设

的一个主要议题。 “它的核心思想是

用融汇的方法，包括社会的、经济

的、文化的综合方法，来解释和解决

城市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仅仅

是从单一的物质空间与体型环境出

发。”吴晨介绍， “包括我们关注的

民生问题、社会包容性问题，都属于

城市复兴理论框架下的研究问题。”

自从2002年，吴晨在《世界建

筑》发表《城市复兴的理论探索》一

文，论述“城市复兴”的理论框架之

后，他便尝试着将这一理论引人到中

国，同时呼吁并尝试跟中国的实践相

结合，跟中国的发展和保护相结合，

跟中国旧城的复兴、工业遗产的复兴

相结合。

吴晨回忆说，当初他是以一个学

者的身份开始关注大栅栏改造项目

的，直到后来成为了项目的责任规划

师和责任建筑师，自己终于找到了能

够支撑这一理论的实践机会。

“中国尚没有一个城市能被称为

世界城市，如何复兴和发展我们国家

的城市文化，这就需要学习、借鉴欧

洲城市的理论，以此来推动我们的城

市进步。”在吴晨看来，如何处理好

老建筑、传统文化、历史文脉和新的

城市、新的景观、新的建筑之间的关

系，应该是所有旧城改造和城市复兴

都要面临的问题。

然而，在研究和规划大栅栏改造

项目的过程中，吴晨也曾感受到方向

上的迷茫，也遇到过技术上的挑战，

尤其是如何能够更好地恢复这一地区

的活力。

从最初参与．到这个项目各个重

要项目的相继推动，吴晨花费了十二

年的时问，这十二年对于他来说是转

变的一个生肖轮回，更是作为一个建

筑师逐渐走向成熟的十二年。

十二年时间验证了城市复兴并非

一蹴而就，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

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更新、逐渐完善、

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大栅栏正在

按照城市复兴的模式在改变”，也让

国际更多地关注到中国城市未来发展

的一个方向。大栅栏历经近十二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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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复兴，当地居民、原商户、政

府、合作伙伴、新人驻商家、旅游者

以及规划师、建筑师共同构成了一个

交流合作平台，通过逐个项目的实践，

渐进式地实现着大栅栏的再次繁荣和

兴旺，并且这个过程还将一直持续下

去，成为中国城市复兴的一枚样本。

三座城市，最爱仍是北京

“北京是我的第一故乡，伦敦是

我的第二故乡，香港是我的第三故

乡，这三个城市都在我身上留下了不

同的经历和印记。”说起这三座城市，

吴晨的心里满是感慨和美好的回忆。

从1995年到伦敦留学，到1998

年成为考取英国注册建筑师资格的首

位中国大陆建筑师，令吴晨印象深刻

的是，在伦敦求学的第一年，上午

10点到下午是上课时间，然后是自

己画图、写Paper，而基本上每天凌

晨5点钟到上午9点钟是他的睡觉时

间。后来学位完成后，同样在严格的

作息时间下，准备建筑师资格认证的

考试，最后一个阶段，仅仅用时14

个月就通过了。吴晨的英国老师告诉

他，他创造了学校通过考试用时最短

的历史。

在旁人看来，这段经历充满了艰

辛，然而吴晨却很坦然。“每天，每

个星期，每个项目或者每件事情都会

遇到困难，都会遇到不同的挫折，我

觉得你要看你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的

生活，别把挫折当作挫折。”吴晨坦

言“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他说：

“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某种坚持和信

念的，既然决定了，坚定了自己信

心，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在伦敦求学期间，吴晨收获了

来自一位师兄的教诲——“一年只做

两件事”。到现在已有21年的时间，

这句朴素的建议还在吴晨的工作和生

活中持续地发挥着作用。 “它一点都

不崇高，一年只做两件事，这句话确

实一直在激励着我。”

吴晨解释说，这里的“两件

事”，是与自己的发展，与社会的贡

献相关，且必须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

达成的两件事，是把长远的目标化解

成分阶段能够实现的目标，每年实现

两个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每年做两件事情，五年、十

年积累下来，就能够对一个人的理

想、对大的目标能够更多地接近。我

们并不是期盼明天会怎么样，而是到

了10年以后、20年以后会怎么样，

这是很欣慰的。”吴晨说。

35

对吴晨而言，这样的积累已经坚

持了21年，也使他的职业和人生经

历丰富多彩，从确定人生目标后到现

在，他一直努力而坚定地走在实现理

想的道路上。“应该说人生中每一个

岔路口的阶段我都能做出相对比较正

确的选择，我的理想和目标在过去的

几年当中，所有的计划都在实践当

中。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你有一个大的

目标以后，一点点去接近它、去修正

它、去实践它，这个过程是特别让人

欣慰的。”

几年前。吴晨的工作重心放在了

北京，“我沉浸过伦敦、体验过香

港，历尽千帆而我所真正热爱的、愿

意为之奉献我的专业的地方，还是北

京。”吴晨由衷地说，“北京真的很

美好，它给予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

以机遇和希望。我很愿意为这座城市

竭尽己力，见证它一点一滴的变化和

美好。”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吴晨告

诉记者，他很幸运地选择了一份他所

喜爱的职业，这个职业能够让他在

70岁甚至是80岁时还能继续从事设

计与研究，还能创作出新的作品，这

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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