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瞬築輕建 迅速扶貧
中大朱競翔重「原汁原味」內地東非豎港設計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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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建築物是供人類居住、活動的

場所，但也可以是體現建築技術影

響力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

院副教授朱競翔，曾到過8,000公

里以外的肯尼亞，也去過近4,000

米海拔的青海，在資源貧乏的地方

帶入嶄新的建築概念。他以輕型建

築（Lightweight construction）的

方式，在不同地方迅速建好學校、

移動工作站、宣教中心，並成為當

地的地標，也啟發當地人及業界對

建築的思考。他希望藉此讓別人更

重視香港以至中國設計的建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隨着國家與特區
政府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政策，為經濟及社
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加上近日政府公佈擴大
「內地大學升學資助計劃」，香港非華語學生
亦包括在內，讓非華語生赴內地升學的誘因大
大增加。有見及前，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與
元朗大會堂少數族裔中心、新家園協會以及香
港社區網絡日前合辦「非華語學生赴內地升學
講座2015-16」，幫助少數族裔學生了解內地升
學詳情，把握機會，規劃人生。

馬力克︰巴裔生應把握機會
是次升學講座邀請巴基斯坦駐港領事馬力

克、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主任鞏
萬、巴籍商人Nadeem及香港巴基斯坦學生會代
表哈克擔任主講與學生分享。
馬力克指，自中國與巴基斯坦建交以來，從

政治到經貿關係上，兩國一直保持良好關係，
中巴友誼可謂「比山高比海深」，而近年兩國
間於教育上亦有緊密來往，不少巴基斯坦學生
到華留學，他寄語香港巴基斯坦裔學生亦應把
握內地升學機會。
Nadeem指，近年來，中國保持強勁經濟發展

勢頭，營商環境良好，未來數年更有不少大型
計劃落成，鼓勵巴裔學生努力裝備自己，從中
找到發展良機。

鞏萬︰內地多設普通話班助融入
鞏萬則向在座學生詳述內地大學情況，包括

教學語言、學制、學歷認可、生活飲食配套
等。他提到，內地優良的高等教育吸引不少
「一帶一路」國家學生將其視為升學首選，例
如現時內地大學每年都有約1.3萬名巴基斯坦學
生、約1.3萬名印度學生，及約三千名尼泊爾學
生修讀非本地學位課程，不少院校也為外國學
生提供普通話班，助其更容易融入社會。
他補充，根據香港教育局與內地相互承認學

位的備忘錄，現時有155所內地高等院校所頒
發的學位於香港獲認可。

馬登講座助少族生了解內地升學 政府應設部門
專職推普通話

普通話是中華民族的共通語言，香港作為國際大
都會、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也應學習普通話，消除
與各地華人的語言隔膜，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

用的普通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在以一國為
前提下，特區政府也應配合相關規定，大力推廣普
通話。
香港回歸19年以來，普通話的推廣工作沒有得到

政府應有的重視：普通話雖然是小學和初中的獨立科目，每周卻只有一
至兩個教節，學習效果並不理想；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只作為目標，沒
有制定落實的時間表；公務員入職沒有普通話水平的要求；社會缺少
聽、說普通話的語境；政府沒有專責部門推廣普通話。

宜制定政策 訂普及目標
語言推廣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大力推動才可以取得成功。台灣於1947
年推行國語運動，從公務員做起，從學校教育做起，從大眾廣播做起，
到了70年代，國語已全面普及。新加坡政府於1979年開始推行華語運
動，規定電台、電視台必須用華語廣播，並實施「英語+母語」的雙語教
育政策，對華人來說，就是必須同時學習英語和華語，而不是英語和方
言。經過30年的努力，新一代新加坡華人，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和華語。
新加坡政府推行華語的經驗，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
學好普通話是港人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一環，要注意的是，普通話學

習與廣東話應用並沒衝突，更不代表要「消滅」廣東話。香港宜制定政
策，大力推廣普通話，期望能在20至30年內達到全面普及；為執行有關
政策，特區政府應設立「推廣普通話辦公室」或「推廣普通話委員會」
專責其事。
■麥淦渠 中國語文學會統籌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通過

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
作的發展。

普通話與世界
隔星期二見報

朱競翔在2004年之前是一名建築師，其後加入中
大，直至發生汶川地震，令他有了「出山」的念

頭，「汶川地震有太多人去世了，其實很多傷亡都是因
建築物不合格而造成，當地希望我們就重建方面提供新
穎的想法，所以我又想『出山』了。」

不求外形 只為實用
作為大學學者，他認為自己要設計的建築物，並非以
外形美輪美奐取勝，而是設計出具原型性品質
（Prototype）的東西，「因為大學去做，產量較少，應
該要做些有啟發性的事。」於是，自兩星期造好房屋結
構的四川災區防震學校開始，朱競翔還設計了四川栗子
坪保護區熊貓監測基站、上海浦東濕地鳥類禁獵區的移
動工作站、肯尼亞的學校建築、甘肅的兒童之家，也曾
在4,000米海拔的青海玉樹建小學。
建築物的類型各有不同，共通點是各項目均在短期內完
成。以深入肯尼亞貧民窟建造的學校為例，在450平方米
的工地建好擁有10間課室、可容納625名學生的學校，他
們僅花了一個半月就完成，當中包括施工前的場地清理、
地基及上層建築。朱競翔笑言︰「我們建好了、甚至離開
了，時間短促到當地人都還沒把我們記住。」

計劃妥善 速成目標
能如此快完成建築，重點是前期功夫做得仔細妥善，
從建築物的設計、物料的訂造及運送，到井然有序地擺
放物料等，朱競翔都一一打點，「我們先從珠江三角洲
訂造大型的折疊板塊，用5個shipping container（海運
集裝箱）運到肯尼亞。」人力、組件都到達後，他們開
始教當地人如何組裝，在熟能生巧的情況下，建築的過
程亦愈來愈快。
這樣聽上去，房子好輕好「兒戲」，但朱競翔反問︰
「樹和山哪個更強？輕的東西，如果有很強的bonding
（連繫），也可以很好。最重要是做到『減輕治重』，
有風來了，內部可以搖擺，只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都
是沒問題的。」

技術影響 宣揚中文
嶄新迅捷的建築方式，令不少人對他們另眼相看，甚
至有肯尼亞人因此想學中文，朱競翔認為，這就是所謂
的「技術影響力」，從零到最後設計出香港以至中國品

牌的建築物，「讓其他地方看得起我們造的房子。」
隨着其項目漸漸增多，朱競翔也觀察到自2014年中開

始，不同地方對輕型建築的需求不斷增加，這亦圓滿地
呼應了朱競翔當時決心投入大學的使命，「大學要考慮
後天和大後天的事。建築師的薪水更高，可是做研發較
難，我們可以有更大的影響力。不停改良，也是挑戰自
己的一種。我們用的東西，很多都是其他人發明的，能
否在用之外給一點貢獻？」

內地支援 配港科技
不過，中大畢竟只是人數不多的團隊，要將這些原型

性的建築發揚光大，需要將技術向外釋放，「但當中涉
及很多know how（專門技能），前期會慢一點，但漸漸
可以跟上。」他期望，以香港的資訊和科技的優勢，以
及內地的支援，可以以「前店後廠」的方式，讓香港憑
着設計原型，逐步在建築領域起領導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歐洲早前爆發難
民潮，首先宣佈接收難民的德國，需要為有關難民作
出安置。朱競翔的工作亦引起了當地的興趣，該國的
公司主動聯絡他，就建造難民營磋商。他表示，希望
可建立一些類似安置房（permanent shelter）的建
築，將短期的帳篷類處所和長期的房屋結合，再用上
可循環再用的物料，為難民提供住所。

預算緊張 重點要快
談起德國難民的安置問題，朱競翔表示︰「德國

有兩間當地公司跟我們聯絡，預算很緊張、標準很
高，而且要快。」為應對這艱鉅的任務，朱競翔絞
盡腦汁要善用一分一毫，「他們的系統，如果在中
國造可以更便宜。我自己也做研究，希望可以做到

每平米約500歐元的成本。」
朱競翔近年多個項目的建築，外形亮眼亦兼具實

用性，有四四方方的木盒子形狀、有一層層反光表
面的學校、有尖頂的非牟利機構中心，引起了不少
人的注意，不少項目更成為當地的地標，「像慈善
學校、生態站等，如果你把它弄得亮眼一點，大家
會注意到這些建築，也藉此注意到它們的內容。」
他認為，建築物的結構和維護體，前者像人類的

骨肉，是大概的形狀，後者像皮膚和脂肪，為室內
起到保溫作用，「所以設計時會有造型問題，形狀
跟科學原理有關，不同的形狀，有些時候，有一定
特殊性……我們的設計不同之處，是將兩者混合在
一起，不可以隨便改動，否則當中的作用就會失
效，所以這當中造成了一定的技術障礙。」

德洽建營 安置難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國各項建設高速發展，原來中國於2011
年至2013年間，用了66億噸水泥，可是美國過去100年也不過用了45億噸。
中國對水泥的使用量之高令人吃驚，但朱競翔不太同意這樣的做法，並提起
「可持續的建築模式」概念，「讓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建築）工作機會。」
現代人似乎只相信水泥、鋼筋建成的房子，朱競翔則表示︰「我們中國古
代皇帝住的都不是城堡，而是木房子，這才是建築上可持續的經濟模式。」
他指出，現時中國的模式是用50年去蓋大樓，然後子孫都不用蓋房子了，他
對此表示保留，「應該設計一種房子，讓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機會。」
神聖如各種廟宇，朱競翔表示，日本和內地的廟宇，大多是以非永久的東
西去建造的，以往的農民住的也是木屋，農閒時可以對房子稍作改動，這亦
為房子注入生命力。

持續建築 注生命力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舉行講座。 校方供圖 ■校長袁國明(右)向鞏萬(左)致送紀念品。 校方供圖

■■朱競翔在肯尼亞貧民窟的學朱競翔在肯尼亞貧民窟的學
校建築項目校建築項目（（紅圈紅圈），），新式之新式之
餘亦能融入社區餘亦能融入社區。。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肯尼亞學校項目，圖為校舍內部（左）
及學生在課室內玩耍（右）。 受訪者供圖

■朱競翔及其團隊設計的建築，很多時候都會成為社區地標。 受訪者供圖

■■朱競翔在甘肅會寧為小朱競翔在甘肅會寧為小
朋友設計的遊戲小屋朋友設計的遊戲小屋，，以以
簡單的形狀為小朋友建構簡單的形狀為小朋友建構
玩樂空間玩樂空間。。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朱競翔除了憑其出色的設計在建築界享負盛名之外，網上更有文章封他為「建築系男
神」之一，更稱他是建築界鄭伊健。 記者歐陽文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