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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甜甜把福建土楼带到了法国巴黎，她的参赛作品《福建土楼活化利用》建筑模型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2023年豪瑞（Holcim）
可持续建筑大奖赛上斩获亚太地区唯一金奖。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和古老的福建土楼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连日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走进南靖、华安、永定等
地，开展土楼活化保护与利用调研、课程设计，徐甜甜也一起来到福建。记者采访徐甜甜，听她讲述她与土楼的故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甜甜
黄子君 摄

动力十足 利用赋能乡村振兴

土楼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性的发展，过去，土楼是被纯粹作为
文物建筑来保护，作为独立的个体来保护。华安的土楼并不是单
独的个体，它是和整个村庄的生长肌理、村民的生活形态紧密结
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设计前期会去调研场地，挨家挨户走访
村民，就是希望把土楼放到整个村庄中，把土楼放到乡村振兴的
时代背景里，而并不是纯粹把土楼当成文物来修缮，更多的是探
讨如何利用，如何发挥土楼的潜力，然后把土楼作为撬动乡村振
兴的一个基点。

村庄是因为这些土楼以及土楼过去的集体生活记忆，形成
村庄独特的标识、特性。如华安的“万历三楼”——昇平楼、齐云
楼、日新楼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三座土楼的距离比较近，且又
各具特点，与常规土楼有较大区别。齐云楼是土楼之母，是一个
椭圆形的土楼；昇平楼是唯一一座有石头墙的土楼；日新楼是一
座土楼遗址，有点像圆明园遗址。

选择华安上坪片区作为我们开展研究生课题的地点，是希望
学生能够把握三座土楼的差异性，从差异性出发，在设计中形成
一点共性，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划设计。然后在这个教程中，
学生能够以激活乡村文脉、历史文脉的方式，激活土楼的新潜能，
让这些土楼拥有一个新的机遇，以此来带动该地区的乡村振兴。

巴黎首秀 福建土楼大放异彩

2023年11月16日，我设计的作品《福建土楼活化利
用》建筑模型在法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展出，展览时间持续
到2024年2月12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平台上展示
福建土楼，也是法国国家建筑博物馆第一次展出中国建
筑，而且是文化遗产建筑的专题展览，这是一种突破。

《福建土楼活化利用》建筑模型展览在法国举行是中
法建筑文化的交汇与回响，引发法国人强烈共鸣。在法
国，也有许多传统建筑是夯土建筑，当地人对夯土墙工艺
并不陌生，展览让他们了解到原来在中国也同样有夯土
建筑的保护与传承，这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对话。

对于法国的观众来说，在看到华安的昇平楼、启丰
楼，南靖的翠美楼、进士楼、诗德楼，以及平和的宾阳楼、
寨河旧楼的活化利用模型及“四菜一汤”的照片后，都特
别震撼、感兴趣，许多观众从不同城市来到巴黎观展，还
有老师带着学生看展览，还在现场进行提问、交流。我觉
得展览是一个特别好的中法文化交流的机会，它不仅是
一种建筑交流、文化交流，更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激发
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共情共鸣。

（本版来源3月4日闽南日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甜甜在华安接受采访——

在赋能乡村振兴中探索土楼活化利用
⊙庄朝惠

本报讯 历史悠久的华安土楼即将注入新鲜力量。3
月2日至3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走进华安县，围绕
土楼保护与活化利用这一课题，调研大地土楼群、上坪
土楼群、上坪片区村庄周边环境等。

记者获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将以上坪片区的“万
历三楼”（昇平楼、齐云楼、日新楼）为项目背景，围绕区
域规划、乡村振兴、历史保护等相关课题进行调查、研究
和设计，为乡村振兴贡献“清华智慧”。

在上坪片区，师生们首先来到昇平楼、齐云楼、日新
楼、五凤楼等，调研土楼及周围场地的情况。随后将27名
研究生分成三组，分别对齐云楼、日新楼、五凤楼进行调
研以及测量，并走访村民以及土楼原住民，了解当地民
俗风情、各个土楼的历史背景、土楼原住民的人物故事
等方面的情况。最后根据调研、测绘、走访结果，设计初
步方案。

其间，师生们还与华安县领导及有关部门开展座谈
交流。研究生先后汇报五凤楼、齐云楼、日新楼的初步设
计方案，随后华安县领导及有关部门针对土楼的传承保
护、因地制宜活化利用、文旅发展需求、农业生产需求等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并回答研究生提问。
“现场测量以及采集房屋信息时，我们尽可能做到

细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何牧介绍，房屋的长、

宽、高，重要转角的尺寸和位置，屋顶形状，建筑材料、结
构，木头的花纹等，这些都是需要采集的信息，这些信息
可以作为后期返回学校后开展研究、设计的参考依据。
而走访村民除了可以了解当地的情况，还可以挖掘土楼
背后的人物故事，并融入设计方案中，让设计方案更贴
合当地实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张悦介绍，此行
是与华安县开展教学合作的起点，返程后，学生们将围
绕调研的内容、采集的信息以及初步设计方案，进行更
细致的设计，并将邀请华安县领导及镇村干部到学校听
取中期汇报，还会在学期结束后带着所有的设计成果回
到华安县开设展览，也将把设计成果在一些国际展览上
进行展出。

据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于本学期首次开设研究生
土楼文化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研究课程，让学生了
解土楼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并参与其中。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还与华安县开展“福建省华安县乡村振兴研
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设计课程教学合作，为华
安县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清华智慧”助力华安土楼活化利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华安县开展教学合作
⊙庄朝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对华安上坪片区村庄周
边环境进行调研。 黄子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