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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以往的项目中，建筑师从专业的角度来

看待城市更新，和通过调研了解到的普通大众的

看法是否有所不同？

A：我认为这种丰富性就是这个城市的独特
文化。跟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直接面对面的接
触，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社会，去真正感受这个城
市的多元。 

历史风貌诠释的不仅仅是专家的语言，其实居
民们，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也是专家。特别是在衡复
的历史风貌街区，我们会发觉，有大量的民间人士
也在做老城厢、老城市、老建筑的研究。尤其当我
们在做法国建筑师赉安的作品时，其实有很多专家
级的民间研究人士，他们对于表象以外的部分，在
故事方面会有更多的研究，而且有更多的资料。他
们没有约束性，更有想象力，也就是说，这个城市会
变得更加有趣。在他们心目当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一个上海的老历史风貌区。 

Q：你让艺术或者科技与建筑设计进行跨界

合作，这已经超出了设计的范畴，为什么花这么多

精力来做设计之外的事？

A：这跟个人体验有关。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们更愿意用自己心灵深处的这种情感去跟社
会、跟世界表达，而不单纯用所谓的技术。我甚至
认为设计技巧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到一定阶段
以后，有些人就只是讲生活，我可能更多的是在讲
生活。 

Q：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探索，对你的设计理念

产生了哪些影响？

A：设计是综合的。现在的设计对我来讲，已
经是深入骨髓的一种状态。我认为，当我们重视生
活和了解生活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理解生活的意义
和价值的时候，你对设计就完全可以掌控。当你对
这个世界很了解的时候，你有很大概率就不会走错
路，这个时候，你的效率、能力等方方面面的表达都
是准确的。

我认为现在的我，基于这些前期的过程，设计
对我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它已经和我的生活融
为一体。我认为我的成功是必然的，只不过大小而
已。或者说是别人不认为你是成功，那我只要觉得
好就好。有些时候也需要有这种精神。

生活周刊×薛鸣华QA

“微设计”则解决了里弄居住区的当代生活需要。 

比如，由于西成里石库门生活居住的历史风貌特征，既有

本地居民又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因此设计了代表西成里

特色的系统化标识，并提供综合信息传递、识别和形象

表达的解决方案，在小区的整体环境中引入时代性的元

素。同时，还增加导向性标识，方便居民及游客找到服务

性设施。通过西成里特殊的标识系统来体现保护里弄历

史风貌的价值和重要性。

艺术或科技，城市空间的探索之路

在薛鸣华的办公室里，不仅陈列了他收藏的机车、头

盔、公仔，还有各类图纸、画作等等。其中，最为瞩目的当

属一幅名叫《魔都梦幻》的大型画作，这是薛鸣华与朋友

一同创作的。薛鸣华还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一部与《魔都

岳阳路道路风貌改造后

康平路207号自行车棚改造后

改造前

马当路西城里出口风貌改造后 淮海中路道路风貌改造后

梦幻》同名的魔幻小说，目前已经写了八万字。难怪他还被

称作是“具有文人气质的跨界建筑师”。

“人不能放弃学习，不能放弃挑战，不要因为累了就

放弃。我不管是做纪录片也好，写书也好，都是极其痛苦

的，你现在看到的是结果，轻描淡写。但是在做这些事情

的过程，自己的跨越和挑战是极大的。你像是面对着一

个陌生的人，在茫然无知的状态下前行，而且要急速前

行，你心里的压力和所承受的东西是可想而知的。但当知

道结果是好的时候，跨过去就是海阔天空。”对于城市更

新的探索，薛鸣华也是如此，他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设计

本身，而是要不断尝试新的表达方式。

每次结束一项城市更新项目，薛鸣华和他的团队都会

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分享他们对城市历史风貌区保护和

可持续的思考。有时候是一本书、一幅画，有时候是一场展

览、一次音乐周……薛鸣华说：“我希望可以通过展览、音

乐等形式，让市民们更容易接受。原本的风貌对当地居民

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而换一种方式呈现，马上会产生新的

化学反应。”

去年10月，薛鸣华在黑石公寓策划了“城市历史风

貌”为主题的艺术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摄影、

录像、装置作品之外，周末的夜晚，黑石公寓小花园还上

演了几场不同主题的现场音乐会。薛鸣华想通过“弄堂”、

“白相”到“腔调”、“搭界”、“适意”这几个主题，让艺

术家们将老虎灶、石库门、沪剧、童谣等历史风貌区的典

型元素作为声音、图像的样本进行采集，再经由艺术处

理，转化为抽象的画面、音乐，重新在真实的历史风貌空

间中加以呈现。

前阵子，薛鸣华和团队又尝试通过VR技术将城市风

貌街区的建筑与景观进行虚拟现实重构。薛鸣华介绍，这

个名叫“即刻未来”的VR作品，以岳阳路为呈现对象，虚

拟全景塑造浸入体验的感觉，还原现实空间，同时运用

科技，实现探索岳阳路与整个环境未来变化发展的可能

性。实验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将这条极具海派风情的风

貌保护道路“复刻”至虚拟现实空间之中，体验者借由VR

体验设备，就可异地漫步在岳阳路之中。

“科技很难，艺术也很难，但是科技是具体实现这

些领域的一种形式。它是颠覆性的一种工具化手段。所

以，对于我来说，科技可能更加是我所需要的一种表达方

式。”薛鸣华仍认为，可能将来的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

人员等，会更多地运用科技来实现所谓艺术的美。而这样的

“美”，或许就更接近于薛鸣华心中的那个“魔都梦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