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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展——走向建筑与都市的未来 
 

 

 

三浦笃（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2021年 9月中旬，三名日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 2021 年

的“百大影响力人物”。对大谷翔平（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选手）、大坂

直美（网球选手）这两位在世界范围内备受瞩目的著名运动选员入选都能

点头赞同，但是建筑师隈研吾被选上可能让人稍感意外。但是，这是只有

明白的人才能明白，我自己也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的见识。 

没错，隈研吾是众所周知的 2021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的日本国立竞技

场的设计者。然而，仅凭是世界规模的运动盛典的会场设计者，没不会进

入 100人排行榜中。正如大谷选手的活跃的改变了职业棒球概念，大坂选

 

图 1：“隈研吾展”会场，2021年，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 

 

三浦笃教授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2022 年 编者按  

手给女子职业网球界吹入了新风一样，隈研吾给建筑带来了新的视觉效果，在世界各地广泛从事着

改变人与建筑物关系的工作，才有幸被选入“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 

隈研吾的建筑因积极使用木头、石头等材料而闻名。例如，在枥木县那须町芦野采伐的芦野石

组成的“石头美术馆”（2000年），沿着法国的贝桑松河岸建成的由木材制成的文化复合设施“贝

桑松艺术中心与音乐城”（2013年）所示尽量避开使用混凝土、铁等传统人造材料（但，木材和铁

的混合构造也是可能的），使用扎根于当地的自然材料。而且，建筑并不是高耸入云、具有强烈的

自我主张、以设计和表现性引以为傲，而是采用以低层、不显眼的构造，与周围环境和谐共处为目

标的设计。关于其存在方式，隈研吾自己将其形容为“负建筑”，可以说这与至今为止的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想法。对于隈研吾来说，建筑师的职能已经不是进行独创

自我表现的艺术家和设计师，而是贴近人和环境，调整多样条件的制作人。 

日本国立竞技场的建设可以说是其业绩的象征。在最初的竞标中被选出的解构主义建筑的旗手

萨哈·哈帝提出了压倒周围环境的崭新设计，但几经周折之后，以设计建造模式(Design-Build), 

浅析项目管理(Design-Build)模式重新进行了竞标，最终设计交给隈研吾和大成建设的团队。隈研

吾的设计与哈帝的设计根本不同的是，极力降低竞技场的高度，大量使用从日本各地运来的木材，

实现了与明治神宫外苑的森林相协调，最重要的是实现对人友善又环保的建筑。这个国立竞技场作

为东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已经被我们很所熟悉，但是从动态鲜明的哈帝方案改为平稳而细腻的隈研

吾的方案，不仅仅是外观造型，其背后也有建筑思想转换的故事。与用混凝土和钢铁制造巨大的建

筑物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建筑不同，在利用扎根于当地的自然材料（特别是木材）的同时，

实现了让利用者也能感受到亲切和余裕的规模恰到好处的建筑目标。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9月，在高知县立美术馆、长崎美术馆、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举行了以

隈研吾的建筑为主题，思考建筑未来的展览会于巡回展。我在东京看了《隈研吾展：塑造新公共性

的 5个“猫”原则》，再次感受到了这位建筑师的先见性、独特性和潜能（图 1）。同时，通过浏览了

隈研吾的几部著作，重新认识了围绕建筑的各种问题。关于隈研吾对建筑素材的追求和纤细的感

觉，在东京站画廊举办的个展《隈之物：隈研吾的物质呢喃和物质絮语》（2018年）中通过使用 10

种材料（竹、木、纸、土、石、金属、玻璃、瓦、树脂、膜、纤维）的共 75个项目被表现得淋漓尽

致。 

此次展览的对象是隈研吾设计的公共建筑，也包含了重新考虑新冠疫情中公共空间的存在方式

的意图，让人思考建筑的现在和未来。 

此次展览中提出的《隈研吾展：塑造新公共性的 5个“猫”原则》是“孔”、“粒子”、“柔

软”、“倾斜”、“时间”这五个原则，在第一会场根据这些视点对隈研吾的公共建筑进行分类，

并使用模型和影像呈现隈研吾的建筑魅力。 

展示的代表作有带屋顶的广场，作为地域社区发挥作用的《阿偶蕾长冈》（2012年，新泻县长

冈市，“阿偶蕾”是当地方言，意为“在此相会”），在建筑物的中央贯穿着开放的空间，具有开

放感十足的“V&A邓迪分馆”（ 入选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2019年度全球最佳旅游景点”）

（图 2）。均是能让人感受到连接人与物之间“孔”的力量和可能性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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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常见于日本传统建筑中的小直径木材的集合体应用于巨大建筑的“国立竞技场”（图 3）

和参考木匠的“地狱组装”（图 4），用细木材制作出像森林般空间的“微热山丘”（2013年东京港

区），这些建筑将木板和细长的木材作为“粒子”聚集起来，将建筑向外开放。 

 

 

从针对硬的柔软性中重新考究人体和建筑的关系的展览环节中，有采用了“膜构造”的大屋

顶，组合了铁和木头集成材料的“高轮 Gateway站”（图 5），酝酿出了往昔木造车站的温暖和柔和的

印象。 

另外，在根津美术馆（2009年东京港区）和达利乌斯・美优音乐院（图 6）中看到的“倾斜”

的构造，虽然是在隈建筑中常见的要素，但却有着既不是水平也不是垂直的自由倾斜的效果。 

 

图 2：V&A邓迪分馆（V&A Dundee）2018年，英国邓迪 

  

图 3：国立竞技场  2019年，东京都新宿区 
图 4：从“地狱组装”中得到提示的
“编织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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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高轮 Gateway站  2020年，东京都港区 

 

图 6：达利乌斯・美优音乐院 2013年，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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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间”，作为保留过去记忆、使建筑物再生的例子，有银座的第五代歌舞伎座（2013

年，东京都中央区）等，本次展览的“时间”不仅意味着过去的记忆，也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变得模糊不清和老化。据介绍使物体变弱、让其输的手法，和变小（粒子化）、变软、变斜的手法具

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趣的是，隈研吾想出以上五项原则的契机来自，新冠疫情之后，他在自己居住的东京新宿区

神乐坂观察猫的生态。从建筑物外面的空间、建筑物的缝隙里来回移动的猫那里得到了启发，在调

查猫和城市空间的关系的过程中，发现了“创造新公共性的猫的五个原则”。 

在第二会场，以贴近猫咪的形式，明确了这一过程。“像变成粒子穿孔而过、斜向移动的猫那

样，设计出柔软、柔和、纤细的空间”，这些或许就是标榜着“弱建筑”、“负建筑”的隈研吾的想

法。也就是在那里，才能看到未来公共空间的存在方式。 

 

 

［为日本外交政策论坛特别撰稿。］ 

 
 

 

三浦笃，Ph.D.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