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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远：
全 国 政 协 委

员，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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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韧性的城市更美好
本报记者 司晋丽

“

”

■ 15年后，我们的城市将更
富有韧性，抵御风险的“免疫力”
更高，人们享受着它带来的安全
和舒心。

■“以人为本”是从古至今
人们追寻与实践的理念。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通过智能的技术
手段，终极目标也是创造人本关
怀、舒适安全的建筑环境。这一点
是相通的。

■ 未来的城市，不仅要安
全，还更有温度和文明。

城市的“免疫力”将更高

“太羡慕你了，能每天在成都生活！”
每当有国内外友人来到四川成都，在流连
忘返之际，总是不忘对冯远感叹几句，而
她也会发自内心地自豪。“这些年，成都在
建设规划中做了不少良性探索，将公园形
态与社区生活有机融合，传统与现代交
织、工作与休闲齐驱，生活在其中幸福又
美好。”

如同所有的市民一样，冯远热爱着成
都这座城市。但作为一名建筑结构设计
师，她看问题自然又会深入一层。在她眼
里，不管哪座城市，重要性堪比塔基的那
个要素永远是：安全。

这位屡获大奖的设计大师，说起话来
柔声细语，娓娓道来中又无不饱含着专业
思考。

例如，她曾亲历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

天下午，成都大街小巷的空地都被从各个
写字楼、居民楼上跑下来的人挤满了。晚
上，许多人抱着枕头、床单，却难以找到
一席之地可躺。”冯远感慨道，现在，城市
建筑越来越追求高度和密度，要想把竖向
空间里的人都放在地面上，难度也在与日
俱增。这些窘迫平时体现不出来，但一旦
遇到险情，就不容乐观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建
集团火速建成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等
100多项应急工程项目，冯远所在的设计
院也参与了四川省抗疫医院的应急设计
与咨询项目。一天，她习惯性地加班至
凌晨时，正赶上成都某个区发生了 5.1 级
的地震。

“新冠肺炎疫情和地震的防控措施正好
是矛盾的——疫情要求人们在家里、少外
出、不聚集；而地震发生后人们都要疏散
到室外去，必然导致聚集。当两种风险叠
加在一起，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普通人
该怎样抉择？”冯远反问。

这几十年来，国内城市建设的步伐日
新月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上述事例
也说明，未来，城市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
性也比以前更多了。有些危机降临时，甚
至是“祸不单行”的——除了上述的例
子，还有可能是地震发生的同时，发生了
火灾或风灾，该怎样去应对？这些现实问
题，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

怀着这些忧思，在 2020 年全国两会
前，冯远反复斟酌、修改，并在会中提交
了一件建设“韧性城市”的提案。内容包
括完善城市的街道社区等公共空间功能和

管理，提高城市遭遇突发灾
害时的冗余度和韧性；采用

“平疫结合”设计思路，有针

对性将一些设施纳入应急场所范畴等，以
使灾害发生时，城市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
抵御、吸收和化解外界对其产生的影响，
快速恢复，保持正常运行。

对于多数人来说，“韧性城市”是个新
词汇。其实，在国际上，这个词语早已得到
普遍认可，也代表着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令冯远欣喜的是，今年 3 月公布的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在“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一章提出，
要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建设韧性
城市。

“这也与我们国家的安全发展观相吻
合。”冯远说，作为城市管理者，要牵头编
织好公共安全网，让城市的烟火生活更加
祥和。可以预见的是，15年后，我们的城
市将更富有韧性，抵御风险的“免疫力”
更高，人们享受着它带来的安全和舒心。

住上人工智能设计的房子

城市是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建筑构成
的。什么是理想的建筑？冯远的回答是：
对人类理想生活方式的诠释，包括人本、
智能、舒适和安全。

生性向往大自然，却常常深夜还在图
纸中鏖战，冯远将“晒太阳数星星”取为
自己的微信名。一天天的工作结束后，她
曾无数次仰望着星空，勾勒出一副未来的
居住场景——

“在智能化技术的支撑下，我们在城市
的建筑里，如同置身于大森林自然的环境
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吹着凉爽的海
风，无需长途跋涉去到森林和海边。我们
每天都可以一边快乐工作，一边尽情享受
大自然的美好。在这样的房子里，想必人
们都会觉得舒适自在吧！”

出身于土木世家、在结构工程领域工
作近40年，冯远永远对不同的设计理念和
新技术充满好奇。2015年 2月，为了一探
全球第一个马鞍形正交索网屋盖美国雷里
体育馆和刚性屋盖索穹顶美国皇冠体育馆
的究竟，她从华盛顿自驾10余个小时到北
卡罗来纳州，为了能进入后者馆内细赏屋
盖设计，她当即买下馆内正在举行的冰球
比赛的门票。

现代科技正全方位冲击着人类生活，
智慧建造的浪潮已经扑面而来。当前，由
冯远参与设计的、即将投入使用的成都第
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体育场馆，就将现
有的智慧、智能的要素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运用了现代大数据云计算、5G、网
络通讯、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场馆设
计、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模式，并将赛
事功能与赛后利用有机结合，增强场馆经
营能力，拓展服务领域，实现以良好用户
体验为目标的智慧场馆设计。”

人们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在一些建筑

工地里出现了测量机器人、楼层清洁机器
人、贴墙砖机器人等各种机器人的影子。
以至于有人说，“过去在工地里走来走去的
是工人，未来将是机器人。”对此，冯远的
信心溢于言表，“我相信，2035年我们不
仅会住上机器人盖的房子，也会住上人工
智能设计的房子。一些规则的、标准化程
度比较高的住宅类建筑很快将会由人工智
能来完成。”

在她看来，智慧建造可以提高工程质
量，节省劳动力，令人们从低附加值的、
繁杂的、有安全风险的体力劳动工作中解
脱出来，从事更有乐趣的工作。此外，机
器人本身的作业也更环保。例如，在房屋
建造中，机器人的钢结构焊接技术已在运
用。“智慧建造将是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
利用，包括对劳动力缺乏、老龄化等问题
也是很好的应对和解答。”

居民的愉悦＝城市人性化

“‘以人为本’是从古至今人们追寻
与实践的理念，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通
过智能的技术手段，终极目标也是创造人
本关怀、舒适安全的建筑环境。这一点是
相通的。”冯远说。

未来的智能化时代，在感受科技带给
我们舒适便捷的同时，人们的情感需求也
需要格外重视。冯远认为，以前传统院落
家庭式的生活中，邻里关系较亲密，时下
生活在高楼里的人们，人际交流却出现了
一定的障碍。对此，现在一些建筑在高楼
中创造“院落”，尝试着还原生活化的交流
场景，重构邻里关系。“这也会是将来的一
个方向。”

多年前，冯远在国外的博物馆等公共
场合，就经常见到残疾人单独出行，直到
现在，在国内的公共场所，残疾人独自出
行的情况却仍不多见。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以后，她开始留意并对这个问题开展调
研。她发现，症结在于一些城市的无障碍
环境建设仍然不够完善。一些老旧小区没
有安装电梯；盲道被电动车、自行车等长
期占用；在商场等公共场所，无障碍餐位
及相应的引导标识、语音等在设计中的人
性化、通用化考虑不足……

“我希望未来的城市不仅要安全，还要
有温度和文明。”冯远说，无障碍环境是城
市文明程度的一个缩影。如果居民们能够
充分享受到城市生活的愉悦，说明这个城
市是人性化的；如果在一些人心里筑起一
道与社会隔绝的屏障，说明这个城市的发
展理念还存在着问题。

她提议，最好树立人性化的理念，对
于重要的标牌、按钮等相应增加盲文；在
公共空间座椅设计支撑老年人起身所需的
助力辅助装置等，从细节入手考虑，体察
特殊人群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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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不仅单纯追求建筑的高度和形式，而是对建筑
理想的追求与实现理想建筑的这一目标的美好愿景，在整个社
会的环境资源与人们的安全、舒适度之间找到平衡。”展望2035
年，冯远谈到了届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建筑设计理
念。关于城市、关于建筑，她思维的落点总是在人身上，如何让其
中的人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是最重要的考量。

冯远回复微信的时间，总是在凌晨时分。这个时间，也是她
刚结束一天工作的时间。即使已经工作30余年，作品遍布各地，
拿奖拿到“手软”，她对自己的要求依然严格。在她眼里，一座建
筑不只是人们看到的那个成品，还是匠心的凝结，为人们提供着
安全感和文化价值，需要审慎对待。

2008年5月，在汶川地震后，冯远就与其他领域的技术人员
一同进入灾区，协助政府做震后工程评估工作。“没有什么比亲
眼看见的画面更具有冲击力了——我看到无数的房屋变成废
墟，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在瞬间毁坏，那种心痛可以用无法呼吸
来形容。”这更提醒她，建筑结构安全必须要做到100%，即使有
1%的失误，也可能令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管是在汶川地
震，还是后来的芦山地震中，由冯远所在团队设计的建筑都没有
倒塌，这也令她备受业界景仰。

冯远的外祖父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父母毕业于哈工大
土木专业。她的母亲在84岁高龄时，还自学英文版的结构抗震，
老人家即使在家里做手工的座凳套，都习惯性地绣上建筑抗震
知识的图案。这种家庭学养的熏陶，令冯远很自然地将工作当成
乐趣，将敬畏当作常识。

曾经，我国国内的机场航站楼由国外事务所主导设计。现
在，国际垄断被打破，仅冯远所在的中建集团，就担纲了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青岛国际新机场、成都双流机场、天府国际机场等
一系列大型机场航站楼的设计工作，将这些航站楼设计由“中国
制造”提升为“中国智造”。

在冯远看来，伴随着国内建筑业的高质量稳定发展，中国企
业应该拥有更多自信，目光不仅要向内，也要向外延伸。当前，国
际上的工程项目国际惯例多采用欧美发达国家技术标准，对中
国的技术水平了解不深，一次，在与外方合作单位产生分歧时，
冯远的团队就被国外业主提出无条件服从外方事务所的要求。
最终，团队通过加班加点的准备、有理有据的推论，才争取到了
信任。“我们已经具备这样的底气了。今后，希望看到更多的国内
建筑企业走向国际，让更多国际同行了解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提
高国际竞争力。”

应邀为年轻人讲课时，冯远从不吝啬传递一些切身经验。比
如，我国有哪些区域处于地震频发地带，所设计的建筑在未来可
能会接受地震的检验；比如，年轻人不仅要将专业知识掌握好，
还要有一颗高度的责任心。作为政协委员，她内心赤诚忧患，多
次为改善城乡环境、人民生活，建筑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真知灼
见。在她温和的外表下，于家国、于工作，一颗热爱的心藏不住地
跳动着。

因为热爱
司晋丽

当人们畅想未
来时，绕不过去的
一个话题，就是居
住环境。

随着人口规模
的不断扩大，城市
功能在不断完善，
城市生活品质也在
不断提升。但不可
避免的是，未来的
城市也将面临更多
复杂且不确定的风
险灾害。近年，在
一 些 大 城 市 中 ，

“加强城市应对灾
害的能力和提高城
市韧性”的意识已
经 萌 芽 。“ 十 四
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正式
提 出 建 设 韧 性 城
市。

什么是韧性城
市？15年后，我们居
住的城市，将会或
应该有哪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