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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 消极空间与积极空间

曰清的上海识庐项 目设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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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曰 清的
“

识庐
”

项 目 尝试以转 换视角 的方式 ，

考量 和挖掘边缘地块特质中 的消极空 间与积极空间 。

以尊重真实 的姿态 ， 探索土地的高效利用模式 ，
最终

形成了适应城市文化特征的建筑形式和人居环境 。 同

时展示 了处在市场语境下 ， 我们所追求的
一

种实践态

度 。

关键词 边缘地块 ；

积极空间 ；
土地高效利用模式 ；

东方式居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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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题记

在一系列经济圈地的开发中
，

把一个地区的文化

特征抹平所造成的单调地段景象已司空见惯 。 我们熟

悉那种对土地进行大手笔的规划
，

做一些表面上的应

用文章 ， 仅仅关注它们给予我们快速简单的外部形象 ，

使得城市的历史文脉和地域特征逐步消失 ， 城市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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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意义和场所精神逐步淡化 。 但我们没有勇气跨越场

所 、 存在 、 意象三者之间的消极 关系 。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 ， 我们建筑师需要反思
，
如

何回归设计的本源 ， 如何积极地面对每
一个项 目

，
尊

重真实具体的情境 ， 如何营造场所 、 存在 、 意象三者

之间的积极关系 ， 而不再是只运用简单 、 粗暴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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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实景图

２ ．场地鸟瞰

３ ． 地块半鸟瞰

４ ． 实景图

５ ．７ ． 公寓实景

６ ． 主入口 实景

８ ．地块环境

９ ．地块周边环境

１ ．Ｐｈｏ ｔｏｏ ｆ ｔｈ ｅ

ｔ ｒｕｅ ｓｃｅ ｎｅ

２ ．

Ａｅ ｒ ｉａ ｌ ｖ ｉｅｗ ｏ ｆｔｈ ｅ ｓｉ

ｔ ｅ

３ ．Ｓ ｅｍ
ｉ

－ａｅ ｒｉ ａ ｌ ｖ ｉ ｅｗ ｏｆ


ｐ ｌｏ
ｔ

４ ．

Ｐｈ ｏｔｏ ｏ ｆ

ｔ
ｈ ｅｔ

ｒｕｅ  ｓｃｅ ｎｅ

５ ．７ ．

Ｐｈｏ ｔｏ ｏｆ  ｔｈ ｅａ ｐａ ｒｔｍｅ ｎｔ

６． Ｐｈ ｏｔｏ ｏ ｆ

ｔ
ｈｅｍａ ｉ ｎ ｅｎ

ｔ
ｒａｎｃｅ

８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ｏ ｆ

ｔ
ｈ ｅ

ｐｌｏ
ｔ

９ ．

 Ｓｕ ｒ
ｒｏｕｎ ｄｉ ｎｇ 

ｏ ｆｔ ｈｅ
ｐ

ｌ ｏｔ

把形式生硬地强 加于土地之上 。

“

识庐
”

项 目 尝试以转换视角的 方式 。 考量和 挖

掘地块特质 中 的消极空 间与积极空 间 。 以尊重真实的

姿 态介入到项 目所处具体的 、 开放的和不确定的情境

中 。 力 图尽量准确 、 中肯地解答那些从基址 、 意 图 、

空间 、 形式
、 材料产生的建筑本源问题 。 同时关注城

市 、 文化 、 环境 。 使建筑 自然地发展成为场所的
一

部

分 ， 介入到城市的文化情境中
［
Ｖ
３］

。

２ 边缘——积极介入
“

消极局促
”

的场地空间

识庐项 目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龙柏街道 ，
这是伴随

着现代城市土地出让制度变化而产生 的一个
“

Ｌ
”

型

“

边缘地块
”

。 地块面积逾 ３０００ｍ
２

， 仅北侧有
一

条连

通城市道路的街坊路 。 周边被一系列在经济圈地过程

中 ， 利用级差地租开发的商品房包围起来 。 呈现出标

准化建造后的整饬与单
一

。

处在这样
一

个
“

Ｌ
”

型地块的
“

边角料空 间
”

。 地

块规模相对一般城市宅地明显偏小 ， 同时地块本身又

具有复杂 多功能 的设计条件 。 这些都给设计实践带来

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制约 。

如何介入消极局促的场地空间 。 研究特定限制条

件下的 多元设计方 向 ， 将 消极空 间转化为积极空间 。

摆脱地段内粗放的建造模式 。 在满足规划条件 ， 商业

价值和实用观点外 ，
以地段特征和居住体验作为出 发

点
，

多一些城市和社会层面的思考 ， 多一些情感上的

寄托 ， 多
一些对于生活的理解 ， 给居住地段 ，

建筑 自

身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
，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

这是我们赋予地块的积极特质 。

３ 策略＿积极探索
“

契合地块特质
”

的空间布局

在尊重现有地段环境的前提下
，

寻求多样化的地

块结构和多元化的表达形式 。 思考如何使得原本消极

局促的地块空间变得有趣味 。 我们
一开始就回应地块

特质 ， 突破单
一

匀质的地块结构所产生的呆板空 间形

态
，

利 用地块不同的环境属 性特征 ，
研究不 同密度 、

空 间 、 产 品类型 的组合布局 方式 ，
形成了

“

叠合垂直

性 的复 合式公 寓 ＋ 舒展水 平性 的院落 式私宅
”

的 空

间布局 ， 构筑出 整个地块的使用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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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式公 寓的设计策 略是 利用
“

Ｌ

”

型地块的 南

北向空间 。 有意思 的地方在于 ， 我们采 用把所有必须

配置的功能——商品房 、
经适房 、

公益 性用房 、 公共

配套都放在一栋房子里的方式 ，

来应对高强度的地块

条件。 同时积极解决所带 来的流线 问题 ， 结构 问题 ，

停车数量 问题 。

私宅的设计充分利 用
“

Ｌ

”

型地块
“

边 角料
”

的

东西 向纵深 空间 ， 形成了舒展水平关 系的
“

院落式布

局
”

。 平衡了地块中 原本消 极的位置 关系 ， 在局促的

地块环境肌理中嵌入具有文化情感意识的居所空 间 。

当然这不仅是一种几何学意义上抽象 的空 间设计 ，

更

是一种基于经验和情感 ， 根植于所处地段 的图景意 象 。

由于是业主 的私宅
，

我们 能够直 接面对他的需 求 ：

持有东方人特有的人文情怀 ， 含蓄 、 内敛 ， 需要一处

更静逸的居所空间 。 在设计过程中 ， 我们就是尊重业

主的这份真实需求
，

充分利用地块东西纵深方向组织

院落空间和 出入 口 关系
，

营造一种东方式的居所空 间 。

这样一来 ， 设计会变得很有趣 。 这种有趣性是我们没

办 法预测 的 ， 没办法标准化 的
ｍ

。

４切 入一积极寻求土地 的高效利 用模式

鉴于识庐项 目是在城市特定 限制条件下 的小型地

块设计 。 我们在 实践 中 的关键切入点 ，

就在于积极利

用有限的地块空 间 ， 寻求更集约 的土地开发与 更具 有

社会价值和 文化情感意识的住所之 间的平衡关 系 。

在有 限的地块空 间内 ， 通过 复合式公寓将处于
一

定联系中 的居住功能 、 休闲功能 、 服务功能等 多重功

能空 间有效 整合 ， 形成立体式的空 间布局
，
实现了居

住 、 管理 、 服务 、
娱乐多种功能一体化的复合式居住

空 间

由于多重功能的丰富性所产生的差异 ， 必将在空

间 、 功能 、 流线 、 结构 、 形式的关 系处理上产生矛盾 ，

设计的过程就是各种设计要素的整合过程 。 由此形成

适应多重功能需求的复合空间形态和适应交叉使用的

多层次空间秩序 ， 从而在
一

定程度上最大化利用资源 ，

提高使用效率
，

培植生机与活力 的居住氛围 ，

以实现

经济 、 社会 、 环境不同层面的价值 。 因此对于地块空

间的利用 与思考
，

要关注所有可能 的因 素——土地 、

城市 、 文化 、 社会 、 经济 、 生活 ，

这些因素都将设计

引入了一个视野 更加宽广 的领域
＾

。

５ 营造——积极创 造
“

东方韵 味
”

的居所 空间

我们需 要在 地块内 营造具有情感意识的 居住生

活
，

把抽 象的文化感受凝聚在这栋私 宅里 。 不是刻意

让建筑具 有某种风格
，

而是 尊重本土 文化的自 觉和对

场所的顿悟式表达 。 通过 空间体验的营造
，

把人们所

向往的生活方式空 间化 ，
以一种朴实平和 、 静谧安适 、

不事张扬 的姿态
，

带给人各种感官的寄托和 回归
，

潜

移默化着人 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

１ １
１

。

（ １） 院落空 间组织 。

以人在情境 中 的尺度和视角作为 出发点 ， 思考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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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空 间中所带来 的体验感受 ， 营造一种东方式迂回

转承的生活情境 。

情境
一

：

恰是 未曾着墨处 ，

烟波浩渺满 目 前
”

。

一条通长 的巷子
，
配合两侧 的竹林 ，

渲染 出
一种静谧

的氛围 。 众 多诗情画意被植入空 间 ，
于现代语境的铺

陈下 ， 讲述着 回家 的故事 。

情境二 ：

“

疏影 映廊桥
，

晓风逐嫣语
”

。 沿着室 内

廊道前行 ，
两个院子插入到空 间变化中 。 围绕两个院

子
，

形成 了
一

条回转的流线 ，

于循序渐进中 呈现舒卷

而 出的气场 。 传统园林的精致诗意 与空间语言 ，
被探

索性地营造 出
“

庭 院静
，

空相忆
”

的空灵之感 。

情境三 ：

“

抚琴听流水 ，

闲坐观春秋
”

。 穿过室内

空 间 ， 来 到宅后 的两处绿地空 间 。 自 发性生成的秩序

铺展开略带松散的局部 关系 ， 提供 了 更为丰 富的观感

体验 。 在三个情境片段 中 ，

三种关 系并置存在 ，

透露

出层层递进 的彼此 勾连 ， 满足对于东方式闲静安适 的

居住生活和现代社交生活 的需 求 ；

同时呈现出生活情

境本身所传达的温情 。

（
２

）
室内空 间 。

“

琴诗酒伴皆抛我 ，

雪月 花时最忆君
”

这是 中 国

人 的 审美意识 ；

“

诗词歌赋 ，

琴棋书 画 ，

山 鸣林啸
，

煮酒烹茶
”

，

这是 中 国人 的生活情趣 。 我们于现代语

境下表达这种
“

人 、 物 、 空间
”

之间的故事 ，
创造

一

种独属于当代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

（
３

）
形式研究与材料控制 。

以本土风格中江南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作为原型 。

通过比例 、 尺度的研究 ，
两个体块在不同 曲率弧型屋

面的交错形态秩序下统
一起来 ，

形成一种清晰肯定的

舒展关系 。

材料控制的背后是沉积的情感体验 。 立面材料以

素净的白玫瑰石材 ， 搭配蓝麻石材为主 ，

结合宽窄条

变化的拼接方式以及局部的机切面 条纹的细节处理 ，

强调 了 建筑 自 身的温和 内敛 ，

营造 了
一

种含蓄素净的

审美基调 。 石材的隐逸 ， 金属的细腻反光 ， 木纹板的

温润张力
，

以及玻璃 影射的暧昧 ， 在天花树枝剪影的

映衬下 ， 于诗性的悠缓 时空中 ， 述说着禅境
［

１ ２］

。

（ ４ ） 细部处理。

从形式逻辑到建造逻辑
，

通过 细部的设计
，
解决

最基本的建造意 图 。 在材料关系 、 结构关系 、 构造关

系之间建立
一

个清晰的联系 ，

忠实而巧妙地表达整体

感 。 识庐的细部表达 ， 自然是被置于温和 、 含蓄 、 素

净 、 隽逸的情境中 去考量
，

而趣味在于各 自的表达中
，

开放而空寂
［ １ ３］

。

６ 结语

好的建筑可 以吸纳生活的痕迹 。 从它诞 生的那
一

刻 ，

建筑就会 自 然地发展成为场所的一部分 ，

同时又

在不知不觉中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投合我们 的情感和思

绪
［

１ ４
】 ［

１
５ ］

在实践 中
，

积极地面对场地环境中 的消极条件 ，

通过设计策略 ，

寻找有价值的答案 。 这意味着会拥有

更多积极开放的边界和机会
，

也意味着各种试图省事 ，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都将失效 。 而根本不变的心法就

是 ： 积极介入到每
一

个项 目所处的具体的场地环境中 ，

将消极空 间转化为积极空 间 。
提供有态度 、

有思考的

建筑
，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
一

种实践态度 。

（ 图 片来源 ： 照片 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参考文献 ：

［
１

］ 宋照青 ？ 建筑的营造与情感之路 ［儿 时代建筑 ，

２０ 〇４
 （
０４

） ： ５６
－

６ １ ．

［
２

］ 宋照青 ． 社区营造一一迈向情景社区的图像语言 Ｕ ］
． 时代建筑 ，

２０ ０９
（
０ ２

） ：

６６ －６９ ．

［
３

］
黄越

，

刘德健？
“

市场与经济
”

主导
“

形式与空间
”
——

有感居住

区规划的实用主义设计手法 ［
Ｊ
］

？建筑学报 ，

２ ００５
 （

１ ０
） ：

１３ －

１５ ．

［
４

］ 简
？

雅各布斯 ． 美 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 ［
Ｍ

］
． 南京 ：

译林出 版社 ，

２０ ０６ 
：

１ ８ ２－２ ３４ ．

［
５

］
培根 ． 城市设计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 ０３
 ： １ ６ －

１ ８ ．

［
６

］
勒 ？ 柯布西耶 ． 走向新建筑 ［

Ｍ
］

． 天津 ： 天津科学出版社 ，

１ ９９ ８
：

２ ５ －３ １ ．

［
７

］ 隈研吾 ．十宅论 ［
Ｍ

］
． 上海 ：

世 纪出版 集团上 海人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８
：２９

－

１ ６４ ．

［
８

］ 富永让 ． 勒 ？ 柯布西耶的住宅空间构成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 ，

２０ ０７
：

２７－

１８ ５ ．

［９ ］Ｕ Ｎ Ｓ
ｔ ｕ ｄ ｉ ｏ ， 鹿源 ． 景观式生活 新加坡 Ａｒ ｄｍ ｏ ｒｅ 公寓大厦 ［

Ｊ
］

．

室 内设计与装修 ，

２ ０１ ４
 （

０１
） ： ４ ４

－４８ ．

［
１０

］

王韬 ． 住宅研究 ： 纵 贯线还是横剖 面 ［几住 区 ，

２ ０１ １
（
０ ５

） ：

１ ２８ －

１
２９ ．

［ １ １ ］ 安藤忠雄 ． 安藤忠雄论建筑 ［
Ｍ

］
． 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２０ ０３ ：１ ５８
－

１８ ７ ．

［
１２

］ 傅彼 ， 胡恒 ． 暗房 ［
Ｍ

］
． 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

１ ５
－

２６ ．

［
１３

］ 汤朔宁 ， 宗轩 ． 细部 与建构的意义 ［
Ｊ

］
． 新建筑

，

２０ ０５
（
０６

） ：

７ ７
－

７ ９．

［
１４

］
Ｃ ？ 亚 历山大 ． 建筑 永恒之道 ［

Ｍ
］

． 北京 ：

知 识产权 出 版社 ，

２０ ０２
：

２６９ －２８ ０ ．

［
巧

］ 貝 岛桃代 ，

黑田润三 ，

塚本由晴 ． 东京制造＿ ． 台北 ：

田 园城

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２００ ７
：

２０
－４ １

．

作者单位 ： 上海 曰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 ： 佟冬 ， 女 ， 上海 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建筑师 ， 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硕士

收稿 日期 ： ２０ １８
－

０ ５
－

１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