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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饮食哲学的关联——“慢食馆应该帮助人们发

掘农业与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认知那些倡导生态

多样性的健康产品，并最终呼吁人们养成更加良好的

消费习惯”。⑥因为这次偶然的契机，赫尔佐格和德

梅隆与米兰世博会再续前缘。这一次，在他们先前未

能够实现的规划方案里，无论是让展览回到主体的意

图，亦或是通过“类型”来稀释尺度的手段，都具体

地反映到了这座慢食馆的建造中。

3 回到土地的类比

抵达这座位于园区尽端三角形地带的“慢食馆”，

需要走过一条贯穿世博园区的主轴线（图 6）。沿着

轴线的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国家展馆，它们或用有

机的形态，或用华丽的辞藻，迎合着“润养大地，泽

给苍生”的宏大主题，在语义上直接地诉说着与土地

的关联。然而，那座安静地匍匐在轴线尽端的“慢食

馆”，却用另外一种姿态去讲述它和土地的故事：不

同于大部分国家馆集中式的平面空间布局，慢食屋将

布置展览、品尝食物、观看表演的三个功能离散到了

三个互相独立的体量里，顺势围合出了一个公共广场，

并限定了进入广场的三个入口（图 7）。在城市设计

上打散的动作，让原本体积不小的房屋，在类型上以

一个“村庄”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每栋房屋

也因此拥有了与农宅相似的尺度，在宏大的世博园区

中，亲近着人们的身体。而双坡屋顶的外观与木材的

使用更是唤起了人们对农宅具体的记忆，正如赫尔佐

格和德梅隆所期望的那样：“房屋让人联想起伦巴第

地区的农庄。”⑦（图 5）同时，那些在广场上布置的

农耕平台和那几盏在空中吊起的临时灯具，又共同营

造出市场的氛围，仿佛在这座嘈杂的世博园区内，忽

然置身于一座返璞归真的农场里。在“慢食馆”，赫

尔佐格和德梅隆没有通过造型，而是首先通过类型的

运用来生成人们对于村庄在尺度上的抽象感知，这种

抽象的关联又进一步被棚屋的原型和广场的陈设所具

体化，契合着“大地”的主题，谦虚地邀请着人们的

踏访（图 8）。

如果类型的操作在城市设计上揭示了房屋建造的

初衷，那么室内气氛的营造则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契

合着展览的内容：为了避免建造物自身过于喧宾夺主，

让空间能够更好地吻合“慢食哲学”的体验主题，赫

尔佐格和德梅隆首先希望用家具——“呈三角形空间

布局的三张桌面”⑧——来创造室内展览空间。桌子，

作为放置展品与食物的必要物件，同时也作为空间中

与人身体尺度最近的元素，沿着体量线性排布，与屋

顶一同营造出“食堂与市集般的室内气氛”⑨（图 9）。

在这里，空间氛围上的类比并不是来自建筑师的个人

品位或怀旧喜好，而是与参观者在展览中体验的内容

紧密相关：人们在“市集”中了解生态食品的种类，

阅读食品消费对地球生态产生的影响；在“食堂”里

共同分享食物的鲜美，认知它们在被加工过程中的种

种环节。这种类比，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语义上的游

戏，而是通过“物质”贯穿始终地在气氛与感知间搭

建桥梁，同时匹配着展览的内容。首先，双坡屋顶下

的开敞大空间在类型上携带着人们对于古老市集的抽

象记忆，而这种抽象的记忆又被那一品一品重复的木

构件赋予了具体的物质感。正是由于这种具象的叠加，

那些各色的展品才不会在空间中显得太过突兀，而是

共同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里。每一品结构构件的断

面，是一个最基本的静定结构桁架构件，在几何上由

两个三角形交接完成。横向构件是实体的三角形板材，

而竖向构件被设计成相对纤细的杆件。这两种横竖构

件在“视觉重量”上的区分，让本来工业化的桁架结

构转变为语言上的“梁柱修辞”。坡顶原型的轮廓被

厚重的“梁”所强调，强化着屋形对于空间的限定作用，

而被阅读成“柱子”的竖向三角形杆件同时创造出轻

与透的空间特点，让室内展览空间更加开放地面向广

场。同时，由于透视原因，杆件在人们沿长轴方向行

进的过程中，产生了沿着室内外界面相互重叠的效果，

让这层界面拥有了纵向的空间深度。原本开放的展览

空间也因此被含蓄地赋予了内向性，让人们的注意力

更好地聚焦在室内的展品上。在材料的使用上，建筑

物的室内和家具通体采用了单一的松木，并不强调结

构骨架与填充材料的等级区分，材料本身的建造结果

也诚实地暴露于空间的各个界面上（图 10）。这样的

做法，抹去了除物质本身外冗余的修辞，室内形成了

统一而连续的界面，谦虚地退到了展品的后方。空间

里，温暖的松木如同背景一般匀质地包裹着观展的人

们，与展品一同低语着有关土地的故事。除此，房屋

本身的建造过程也贴切地契合了展览所提倡的生态哲

学：建筑采用了轻型预制结构，把对土地的伤害减到

最小。建造所用的木材在位于离米兰北部不远的工厂

完成预制，运输到场地上，并按 1.5m 的模数一品一

品地现场吊装搭建成型。虽然基地的形状和三座房屋

不同的功能需求产生了相异的体量长度，但形体宽度

与高度的统一却仍然可以保证所有预制件的截面尺度

相同。在设计上的整合策略，有效地降低了工厂生产

与现场施工的复杂程度，让这座在视觉上飘离地面的

临时建筑真正地“轻”了起来。而当展览结束，世博

落幕，这座房屋在大地上的历程却仅仅画上了逗号，

预制件在被拆卸后将会运输到意大利各地的学校里，

在学生活动的户外绿地上，用那些一品一品的“家形”

断面，再次筑起庇护学生身体的“家宅”。来自土地

的木材，在历经 6 个月的世博后，将以一种诗意的方

式重新回归到大地上。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房屋的

场地和使用者都在变化，然而携带着“家”的意义的

屋顶形式和由于人们对“家形”的集体记忆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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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慢食屋外景图

6 .世博园区总平面图

7. 慢食屋平面图

8. 慢食馆实景

5. Outside view of Slow Food Pavillion

6. Master plan of Milan Expo

7. Plan of Slow Food Pavillion

8. View of Slow Food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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