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心独白：

他仅用14个月时间， 就考取了由英
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授予的特许建筑师和
注册建筑师专业资质， 创造了学校通过
该考试用时的最短记录， 成为第一个考
取该资格的中国大陆建筑师； 他主创设
计完成了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 北京南
站、 北京CBD核心区城市设计等一系列
代表性作品； 他把 “城市复兴理论” 首
次在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进行实践， 为保
持和恢复古城传统风貌、 延续历史文化
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曾荣获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 “京华
奖” 等荣誉， 成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 入选 “科技北京” 百名领军人才。
他就是建筑师———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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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取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

“北京真的很美好！” 吴晨感慨地说， “旧的历史
时期， 它留下无数灿烂、 瑰丽的文化积淀； 新的历史
时期， 作为中国首都， 全国政治、 经济最发达的所在，
又给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以机遇和希望。”

吴晨生于北京、 长于北京。 北京是吴晨的第一故
乡。 “如果北京不能成为世界城市中环境最宜人、 历
史最璀璨、 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一个， 就愧对每一个
在北京生活的人。” 吴晨激动地对记者说， 他对北京的
深厚情结由此可窥一斑。

1995年， 吴晨的建筑实践与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
但是他仍然希望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于是他选择了
出国深造。 伦敦是建筑大师、 著名学者集中的地方，
更充满着浓重的艺术氛围， 这都对年轻的吴晨形成强
大的吸引力。 “伦敦的历史沉淀、 伦敦的创造能力、
伦敦在城市与建筑上的活力更使我着迷， 所以我决定
选择在伦敦就读。” 吴晨说。

在伦敦求学时， 吴晨每天骑自行车去学习和画图，
除了凌晨五点到早上九点是他的睡觉时间外， 其他时
间吴晨几乎都在学习及画图。 虽然非常辛苦， 但他乐
在其中。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1834年成立， 是世界上最具
权威性的建筑师组织之一，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筑师
职业组织。 吴晨用十分严格的作息时间， 准备英国注
册建筑师的考试， 凭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 对建筑设
计的感觉和天赋， 吴晨在研究生毕业后， 仅用14个月
就获得了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The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简称RIBA） 授予的特许建筑师和
注册建筑师资质， 创造了所在学校通过该考试用时的
最短记录， 1998年获得该证书的他， 是第一个考取该
资格的中国大陆建筑师。

后来， 吴晨又考到了著名的理查德·罗杰斯事务所
和英国泰瑞·法瑞设计公司， 开始了他的海外职业生
涯 。 他先后担任建筑师、 项目建筑师、 高级建筑师、
联合董事、 设计董事和中国区董事， 跟着大师学习和
工作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他回国后
的探索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002年， 吴晨由伦敦调
回亚洲， 负责公司在亚太区域及中国区域项目的创作
和设计工作。

2003年， 吴晨开始以外方主创建筑师和高层技术
管理人员的身份同国内设计单位合作， 他也逐渐投身
到为祖国城市建筑事业贡献力量的实践中 。 在谈到
“海归” 身份和归国选择时， 吴晨显得很平和淡然， 他
没有刻意凸显自己的海归身份， 他认为在国外的发展
基本可预知的美好前景下选择回国， 可能会失去更多
名利的东西， 但却让他在为祖国的服务中体现了自己
应有的人生价值。

北京不应该成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

在伦敦工作时， 吴晨就一直挂念着北京。 而那时，

外国建筑师主导着中国的地标性建筑， 在北京， 奥运
新地标由外国设计师决定， “大剧院”、 “大裤衩” 等
都是这一建筑文化思维的产物。

“而这些超现实主义的， 外观新奇的建筑设计并没
有眼缘， 也没有 ‘人气’， 与城市的整体氛围和人的需
求割裂开了。” 吴晨叹息地说。

于是， 2003年4月， 当时身为英国泰瑞·法瑞建筑
设计公司中国区董事的吴晨积极发声： 相比城市规划
谨慎、 城市保护严格的欧洲， 北京或已沦为外国建筑
师的试验场。

“无论是国家大剧院破坏北京中轴线的蛋形设计，
还是CCTV大楼给人不安定感的扭曲结构， 中国因过
于追求雕塑型建筑， 正以丧失城市特色为代价， 为外
国建筑师的 ‘狂想’ 买单！ 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疾首的
事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一观点影响极为广泛， 引发
了来自建筑界、 文化界的大讨论。 在十余年后的今天
仍被讨论与引用， 在近年召开的一系列城市工作会议
中也被多次提及。 它使各方开始关注到如何正确认识
建筑审美， 提高中国建筑师设计水平和地位， 以及重
拾文化自信等诸多问题。

不仅积极发声， 吴晨后来受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
的邀请， 回到了中国， 以行动来为中国尤其是北京的
城市设计做出自己的贡献。 “北京是家乡， 我更愿意
在北京做建筑。”

吴晨说， 中国人最了解中国， 在吴晨的心里， 中
国的建筑， 就应该由中国人主导。

2004年以后， 在各种建筑论坛已很少能见到吴晨
的身影， “现在更愿意把所有的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行
动中。” 吴晨说。 而这个 “行动” 预示着以吴晨为代表
的中国新一代建筑师的崛起， 也意味对 “知行合一”
理想的追求。

在同国内的设计院展开全面合作的同时， 吴晨与
国内高校携手积极拓展和推动城市问题的研究。 他作
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指导老师， 与师生们一同致力
于青岛旧城核心区、 北京大栅栏及琉璃厂、 北京旧城
德胜门内花枝地区、 北京白塔寺等旧城的保护、 整治
和复兴等项目。

“从项目的最初参与， 到项目分析和工作划分， 到
项目各个重要部分的相继推动， 我都投入了极大的心
血和精力。 尤其是北京大栅栏的城市复兴项目， 一做
就是十年！” 吴晨激动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十年的努力， 该项目最终
入围了享有世界规划界最高奖称号的英国皇家规划学
会优秀设计奖， 是首次入围该奖的中国项目。

在这些项目运作的过程中， 吴晨于2005年初获得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 并担任数所
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 近年来他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特
聘专家， 全职回国服务。

吴晨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 “城市复兴”， 城市
复兴理论的实际就是如何让一些已经在局部出现 “城
市衰落” 特征的地区重新焕发活力， 这对于具有悠久
历史的城市格外有意义， 吴晨认为： 中国有悠久历史
的城市很多， 北京无论是作为首都还是作为老城都具
有代表意义， 而自己是北京孩子， 北京是自己的家乡，
就算是为了自己一份家乡情怀的 “私心”， 也要率先在
北京开始中国的城市复兴之路。

吴晨不仅对城市复兴项目做出了持久的贡献， 他
还致力于公共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设计工作。 作为我
国交通枢纽领域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 他参与及主持
了中国四大枢纽火车站中的北京南站、 广州南站和南
京南站的站房设计工作， 这些中国第三代火车站的开
山之作均获得了极好的社会反响。

将“城市复兴理论”融入建筑设计中

“城市复兴理论是支撑我工作发展的核心理论。 国
外的建筑追求一种逻辑的存在， 而中国的建筑强调思
想的内嵌， 通过文化和技术的融合实现社会和谐。 设
计的过程是我内在情感的流露。” 吴晨向记者娓娓道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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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吴晨是国内第一个系统
研究该理论的学者。 早在回国以前， 吴晨曾在 《北京
规划建设》 期刊上主持 “吴晨视界” 专栏， 发表了系
列对建筑的感悟和对城市复兴的理解， 这也是首个以

建筑师名字命名的杂志专栏。
2002年， 吴晨在 《世界建筑》 发表的 《城市复兴

的理论探索》 长文， 论述了 “城市复兴” 的理论框架。
他指出， 城市复兴就是要 “用全面及融汇的观点与行
动为导向来解决城市问题， 以寻求使一个地区得到在
经济 、 物质环境 、 社会及自然环境条件上的持续改
善”。 城市复兴理论的应用价值在于： 促进城市经济结
构的战略重组， 为高新技术产业、 制造业、 服务业等
支柱产业提供发展空间， 同时着眼于区域合作的强化，
中心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

他的理论研究， 在今天看来， 极其具有前瞻性，
14年过后， 已成为中国城市政策决策者、 城市管理者、
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观念。

而北京大栅栏城市复兴项目的成功， 代表了该理
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的伟大实践， 是对吴晨以及其领
导的设计团队的最鲜明最有力的 “回馈”。 从接手这个
项目起， 吴晨就将 “用现代建筑复兴老北京传统文化”
视为己任， 从参与项目时的学者身份到项目的责任规
划和责任建筑师， 他也曾感到迷茫和挑战， 但他坚持
全方位展开研究， 从技术上寻求突破， 在政府、 项目
实施平台公司、 团队成员、 当地居民的支持下， 以有
目共睹的成绩赢得了持久的信任和尊重。

而让吴晨备受关注并奠定了其在设计界地位的作
品是北京第一高楼： 中国尊！

“中国设计”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

从参与招标、 竞标到一举夺魁， 吴晨和他所带领

的设计团队凭借 “城市视角” 的设计思路， 踏实领先
的技术水平， 从所有国内外知名建筑师事务所参与的
激烈的投标中脱颖而出， 以第一名的成绩中标。 “中

国尊” 总高528米， 是北京在建的最高建筑 ，
也是世界上地震设防8度区的最高建筑，
设计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
“尊 ” 理念 ， 并以中国传统容器 “尊 ”
命名， 而这个名字也是吴晨亲拟的。

能在设计的过程中将中国传
统文化内嵌其中， 是吴晨长期致
力于城市肌理研究、 感悟中国城
市文化的结果， 也离不开其海外
留学获得的国际视野。

“国外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较
高， 往往在新的技术领域寻求建
树， 因此更多的追求一种逻辑的
存在， 而中国处于城市化高度发
展的转型期， 更多的强调社会和
谐， 而这种和谐在建筑设计中表
现为思想的内嵌、 传统文化与现
代技术的融合。 我是受中国文化
影响很深的专业技术人员， 设计
中国尊是我内在情感的流露。 而
文化需要和技术结合， 才能孕育
出应景当下的和谐社会的建筑。”

吴晨这样解释。
“中国尊” 2018年建成后， 将成为北京的第一高

楼。 这是首个由中国本土建筑师担任主创设计的超高
层建筑， 不仅斩获2014 “中国当代十大建筑” 的桂冠，
还在习主席访法期间， 入展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举
行的 “感动中国” 的大型展览。

这个作品也是吴晨设计理念的体现： 他强调建筑
与城市的联系。 “作为CBD核心区的点睛之作， 高度
必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设计并不是在追求高度， 最重
要的是建筑的内质应该与它所处的位置、 环境、 历史
相吻合， 这样才能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我希望这个建
筑会因为它的品质、 文化特质等内在因素成为国家首
都引以为豪的传世之作。” 吴晨激动地说。

吴晨一直在摸索建立空间意义和它对现实的表达，
从实体转向空间， 从静态空间到流动和连续空间。 在
吴晨看来， 建筑师可以大胆想像， 可以做得自由张扬，
但建筑不应该任由建筑师随意宣泄， 玩弄怪异技巧，
摆出张扬造型， 炫耀宏大气势， 使用前卫材料和标榜
昂贵造价也不是评价一个建筑价值的标准。

“中国尊” 的创作实施， 是对 “中国设计” 的成功
诠释 ， 在国内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 2014年 ，
“中国尊” 项目在由新浪网等单位共同组织的 “中国当
代十大建筑” 评选中， 以133万张公众选票， 获得第一
名。

“建筑更要承载地区文化、 历史的传统风格， 延续
城市的肌理。 为某种需要而刻意追求独树一帜的建筑，
最终将会成为城市的包袱。” 吴晨意味深长地说。

“就像音乐最终要回到耳朵一样， 它要强调的是
听觉的快感而非仅仅是内容的哲理， 建筑也应该回到
眼睛。” 这是很早以前吴晨在一篇建筑散文中写到的。

吴晨最看重建筑的协调性。 他强调说： 要与周围
环境协调， 与生活在建筑里的人协调， 与整个社会的
经济水平、 文化层次、 价值观念、 政治与意识形态、
历史传统、 民族习惯等等都要协调。

“我们所完成的方案， 都非常重视这种与方方面
面的协调， 这种协调会打动业主、 政府部门和所有与
建筑相关的人。 从业主的角度， 这种协调就是每个建
筑的功能平面布局和流线都是在充分分析了业主的需
求之后得出的最佳解决方案。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 我
们的这种协调是站在城市整体规划和城市设计的高度
上去考虑问题， 那么就非常容易与他们沟通。”

当谈起设计的灵感来源， 吴晨表示： 很多的建筑
灵感， 最终还是来自于 “养眼”。 建筑不能是一种视
觉刺激， 而应该是视觉享受， 是一种创作。

吴晨说： “好的建筑在于它是否好用、 是否有亲
和力， 它要与当地的整体环境融合， 很乖巧地各就各
位于周围的建筑群之中。”

“中国尊” 是吴晨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阶段， 不
过他说， 一个建筑师的成长， 最黄金的时间应该在后
面， “我永远期待着下一个作品。 最满意的设计永远
在将来。 我将一如既往， 用眼睛去体验、 用双手去实
现， 为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竭尽全力， 见证它点滴的
变化与美好。” 吴晨深情地说。

建筑应该回到眼睛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吴晨：
完美设计北京第一高楼

———中国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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