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秩序中的诗意
——

“

大家
”

社区邻里空间规划与设计 ， 苏州 ， 中国
Ｐｏｅｔｒ

ｙ
ｉｎＯ ｒｄｅｒ ：

＂

Ｄａ
ｊ
ｉａ

＂

Ｖｉｌ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ｙ

Ｓ
ｐ
ａｃｅ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ｈ ｉｎａ
，２０１７

宋照青／ＳＯＮＧＺｈ ａｏ
ｑ

ｉｎ
ｇ

中国人 自古以来对家有着
“

今夜月明人尽望 ，

不知秋思落谁家
”

的深切情感 ， 家对于中国人而言

寓意深远 ，
无可取代 。 中国传统住宅以合院为基本

原型
，

根据家庭结构规模 、
经济状况以及传统礼制

与秩序而附之于庭院 ， 形成多进式院落住宅 。 再由

住宅集合为邻里
，
以至街坊 、 社区 、 造城

，
这其中

无
一

不贯穿着
一种秩序思想。 基于此

，

“

大家
”

的设

计期待表达对传统哲学思想的体悟 ， 以传统礼制观

念营造出一种秩序化空间
，
实现现代居住环境从心

理到精神再到物质的
一

种结合 ，
同时注重人的行为

尺度与空间结构变化 ， 使人们可以从外到内完成从

理性到感情的升华。

城市
——

延续传统

中国古人建城
，
以

“

方九里
，
旁三门 ， 国中九

经九纬
，

经涂九轨
”

为理想标杆 ，
这是传统秩序的

理性化表达 。 现代中国
，
以普遍文化身份定位失据

为中国当代建筑所面临的整体危机
，
在大面积的形

式传统消失 ， 价值认同离散的当代社会
，

建筑师对

在地性的思考尤为可贵 。 是否可以利用 当代建筑手

段 ，
重建具有集体认同性的中国文化空间

，
建筑之

于城市如何取得文化认同与属性定位 ， 如何实现传

统秩序的重塑
，
是设计者的考量之重点 。

“

大家
”

项 目位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天堂之

城
——苏州 。

苏州建城于 ２５００ 余年前 ， 南宋绘有

平江图为最早发现的城市规划图 ， 图中非常鲜明地

表现出 我国古代城市秩序性的规划思想 。 数以近百

计的河道 ， 纵横交织密如网 ，
使人们能枕河而居 ，

滨水而行
，

有的还引水入宅 ， 引水进园 。 前街后河

的街坊和民居前的
“

水巷
”

成为人们可共享的亲水

空间 ， 实现了
“

建筑
、
人

、
水

”

三者的融合和互动
，

缔造了
“

人家尽枕河
”

的人性化城市空间 。 建筑如

何在有着独特东方气质的吴越之地建构
一座人文之

所 ， 如何使现代建筑与传统城市产生深层次的联系 ，

是建筑师对项目的思考。 基地毗邻苏州工业区的青

剑湖 ， 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 ， 同时考虑到苏州

悠久的历史与文化 ， 故需探讨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共

生问题以及如何使传统的空间秩序整合到居住建筑

中来
，
为使用者提供

一

个含蓄 、 私密 、 层次丰富的

居住环境。

项目 如何将城市文脉与现代生活美学结合是设

计不可避免的重心。 在此
，

考虑到多年来城市无序

而过速的发展使城市细胞
——城市居住区在城市中

作用也越发的明显 ，
而在城市居住区层次的研究中 ，

我们更进
一

步地讨论中国传统空间秩序性与现代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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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大家
”

中轴四重院落轴测图 （ 图片来源 ： 作者 自绘 〉

２
“

大家
”

第一进院落 （ 摄影 ： 远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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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设计融合的 问题 ，
致力于使公共服务设施及所构

成的社区中心外部环境设计具有传统空间秩序感 。

场地在地省思

项目基地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内
，

地块内部平坦 ，

无明显高差 ， 内部有
一

条穿过建筑的河道将项 目分

为南北两个地块 ，
水作为建筑场地的

一个活跃的内

因
， 为建筑设计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 原有的河道

用双桥将南北地块柔性连接 ， 形成四水归堂之势 ，

深层次地与传统产生关系 。

建筑的秩序美体现为建筑各元素的秩序与和

谐
，

张弛有度的内外秩序 、 层次分明的主次秩序 、

得意象外的虚实秩序 、 人本亲和的尺度秩序 ， 体现

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秩序美 。 万科
“

大家
”

项 目社区

中心采用对称方正的轴线式布局 ，
轴线之上以多重

院落组合而成 ， 将中国传统园林的起承转合的多变

空间序列转译进来 。 这种丰富的物质空间秩序来为

使用者营造
一种具有仪式感的精神空间 ，

以此来创

新与实践出
一

种诗意的当代东方生活 。 此项 目是使

用秩序性的空间语言来作为人与建筑 、 与周边自然

的
一种对话媒介 ， 在这种具有标识性与仪式性中感

受空间的秩序性与场所的归属感 。 这既是对建筑在

地性的解读 ， 也是对建筑本土化的回应 。

建筑表达——以意入境

中国传统文化轻物重意 ， 传统建筑对文化的承

载由形到相 ， 形为外形
，
相乃品相 。 万科

“

大家
”

项 目形式是从传统建筑的表象中剥离出 品相与神

韵 ， 用 一种去形式感和去物质化的手法来探寻传统

空间的要义 。

３

“

大家
”

项目 中建筑由屋顶微微的起翘来呼应

江南水乡的柔美意境 ，
远观屋面水平之曲舒展大气 ，

同时又回应了传统建筑屋顶的
“

如鸟斯革 ，
如犟斯

飞
”

之大美。 项 目 南北两块用地以双桥相连 ，
桥身

微微起拱 ， 与建筑取得呼应 ， 同时自 身轻盈柔美之

感与微微起翘的桥顶相得益彰
，
两座飞桥在整个社

区中希望它既是物质属性的桥 ，
同时又是兼具精神

属性的桥
， 将整个住户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 。

建筑材料选用超白玻璃 、 铝板 、 白麻石材等现

代材料来修饰现代空间 ，
简洁素净的建筑形体 ， 反

弧屋面
，

虚实结合的立面效果
，
现代的工艺做法 ，

试图创造出轻盈的 、 富有仪式感的 、 充满现代感又

同时不失传统神韵的立面效果 。

场景营造
——

秩序的重院
“

莫春者
，
春服既成 ， 冠者五六人 ，

童子六七人
，

浴乎沂 ， 风乎舞雩 ，
咏而归 。

”

大家所期望提供的是
一

种基于集体记忆与认同

感的栖居 。 传统空间来 自于我们的民族自尊与文化

认同 ，
蕴含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 。 我们寻求

“

传统
”

正是要寻找剥离了形式的传统内核 ，
而最终将其表

达于现代建筑当中 。 将传统的秩序性 引入到现代居

住环境的设计中 ， 实现
“

莫春者 ，
春服既成 ， 冠者

五六人 ， 童子六七人
，
浴乎沂

，
风乎舞雩 ， 咏而归

”

式的场所体验 ，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召唤 ， 又是对现

代居住空间中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

传统空间讲究围虚纳空 ，
围合与遮蔽是形成领

域的必要条件 ， 而中国传统的合院是最直接的体现 。

万科
“

大家
”

尝试通过围合空间来实现四种心境感受 。

４

起 ，
初入第一进庭院 ， 近处有三五景观小品 ，

仰观屋檐平远 ， 远观庭院深深 ， 此为屋宇高致之境 。

承
，
踏入第二进庭院

，
形式狭长

，
两侧游廊

，

院内水面 向内无限延伸 ，
空间给人以幽深之感 ，

此

为无界之境。

转
，
三进

一方正庭院 ，
建筑中正 ，

屋面深具传

统文化韵味 ， 与周边独栋宅院和谐林立 ，
方正之间

书写圆融之境 。

合 ， 穿过出檐平低的建筑空间 ， 只见飞桥涉水

而过
，
河道水势缓缓 ， 远观双曲屋面横亘水岸 ， 水

岸宅院邻水而居 ，
此为隔岸观色之境 。

大家示范区在空间营造上融通场域与边界
？

，
在

简约意义上融通文化与实存 。
序列反映了空间的层

次关系 ， 在入 口的设计中 由多重不同尺度的院落层

层递进
，
逐步 由外 向内 ，

从主空间进入次主空间 ，

最后进入私密空间 。 在这种行进之中感受空间的层

层递进
，
人的心境也 由公共到私密进行转变。 同时

利用多重院落的组合布局形式入 口序列的构成将整

个社区环境统
一为一个整体。 简洁大气的屋檐之下 ，

建筑四面通透轻盈 ， 将视线引 向四周景观 ， 体现建

筑的简洁现代之美 。

万科
“

大家
”

将江南水乡的重重院落以
一种富

有秩序感与节奏感的多重合院来再现 ， 营造适应现

代生活美学的前场空间 。 将传统的园林空间的起承

转合与
一步一景之感用现代建筑语言进行转译 ， 结

合小品景观来化物为境 ， 以此体现简洁轻盈又不失

大气的美 。 中国园林最讲求起承转合 ， 交相辉映 ，

万科
“

大家
”

将造园技法施之中央景观轴上 ， 通过

３
“

大家
”

第二进院落 （ 摄影 ： 姚力 ）

４
“

大家
”

第三进院落 （ 摄影 ： 远洋 ）

５
“

大家
”

第四进院落建筑 （ 摄影 ： 姚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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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廊
、
屋宇 、 飞桥 、

亭台等四重进制 ，
起承转合间 ，

以
“

廊
”

贯穿大家七景 ， 以
“

檐
”

起势造境 ，
层层

递进 ，

一

种动态的画卷映入眼前 。 画卷里
，
屋宇飞檐 ，

曲线自然 ， 真是传统建筑的现代咏叹 。

建筑建造——尘埃落定

万科
“

大家
”

项目 由设计启动之 曰 ，
在这期间

建筑设计图纸几经易稿 ， 构造节点图纸经过反复推

敲 。
苏州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如此厚重之地 ，

整个方

案得到业主与相关部门的认可与肯定实属不易。 当

然这些最终还是要落地为重
，
施工建造也出现不少

困难 ： 如屋顶曲面的曲度拉弧问题 ，

一方面要保证

屋面曲线效果 ， 也要兼顾施工工艺的可能性 ；
如建

筑的檐 口包边
，
只用铝单板包边无法得到顺畅的收

６
“

大家
”

技术图纸

７桥立面图

８Ｔ型锁边做法详图

口弧线
，

最后讨论用铝单板收檐 口的上部 ，
檐口下

部为型材收边 ；
此类问题不

一一枚举 。 如今万科
“

大

家
”

项 目 已经初见端倪
，

整个施工建造过程中 ， 各

个单位付出的心血与汗水可谓
一

言难以尽之 。

通过
“

大家
”

社 区中轴线设计与施工
，
反应

到建筑 、 环境 、 园林等艺术创造中 ，
如何通过设计

师的处理手法将形式层面延伸至更深层次的意蕴中

去
，

塑造具有时代精神与地域场所感的居住空间
，

这需要环境材料的细致表达 、 情感的注入。

结尾

人类学家克洛德 ？列维 － 斯特劳斯在其著作 《忧

郁的热带 》 中提到过
一个南美洲波洛洛族印第安人

的村庄 。 波洛洛人的村落布局在其社会与宗教生活

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如果想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

式 、 宗教信仰 ，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他们放弃原来

的圆形村落
，
改住平行并排的房子。 而

一

旦印第安

人失去自己原来的建筑风格 ， 没有村落格局可作为

证实他们神话传说的证据以后
，
印第安人很快就会

对 自 己的传统失去感情和记忆。

而记忆不是
一次简单的复制 ，

它是一次次的建

构 。 集体记忆可以是不断被更新建构的生态
，
传统

应该作为出发点 ， 而不是归宿。 传统本身不能成为

我们创造文化的动力 ， 由于其惯性和符号化 ， 反而有

可能会引导我们走向形式化 。 但是传统作为历史的

文化表达 ， 是我们无法割断的血脉连接 。 承传统之

精华
，

不是让传统高傲地走进现代
，
而是让现代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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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传统。 在现代谢十中 ，我们也可以立足传统 ，

基于本土 ，
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传统建筑。 口

项目信息

业主 ： 苏州鼎万房地产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 上海 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主持建筑师 ： 宋照青

设计团队 ： ＡＣＴ团队 、 第十一事业部

建筑面积 ： ９８０ｍ
２

容积率 ： ０ ． ３０

设计周期 ： ２０１ ６ ．１２
－

２０１７ ． ０８

完成时间 ： ２０１７ ． １２

线图 ．

？ 上海 日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９ 第四进建筑结构分解轴测图

１ ０ 第四进大殿檐下空间

１１ 第四进院落双桥对望

１２ 第二进院落连廊 （ ９
－

１２ 摄影 ： 姚力 ）

１３在万科大家的建筑图卷中 ， 处处可看到西方的极简技法 ，

那些线条语言 、 色彩色调与石材立面 ， 与东方的传统建筑

形制相融合 ， 形成了万科大家的现代新中式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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