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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 章主要介绍 了 曰 清设计在嘉善高铁新城内

的项 目
一西塘古镇 民俗文化馆 。

以项 目 为基础 ． 从

建筑现 象学的角度 ． 探讨了传统文化特征显 著的江南

水 乡 建筑如 何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
＊ ＊

存在 ＇ 如何成 为

参观者记忆 中 的
＂

场所
”

。 文章从六个传统建筑 的语

境 出发 ．

一一 回应其在西塘古镇 民俗文化馆中 的投射

要素 ． 以期 实现其在参观者知觉体验中 的共鸣 。

关键词 建筑现象学 ： 存在 ： 场所精神 ：

江南 ： 传统

文化 ： 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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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 目 名称 ： 西塘古镇民俗文化馆

项目 地点 ： 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古镇

设计单位 ： 上海 曰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目 总负责人 ： 任治国

主创团 队 ： 林国桢 ， 李娜 ． 杨勇

建筑面积 ： ２ ２００ｍ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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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５ 年

Ｐｒｏ
ｊ
ｅｃｔ ：ＦｏｌｋＣ ｕ ｌｔｕｒｅ Ｃｅ ｎｔ ｅｒ， 

Ｘ
ｉ

ｔａｎｇ

Ｌｏｃ ａｔｉｏｎ ：

Ｘ ｉ

ｔａｎ
ｇ

Ａｎ ｃｉ ｅｎｔ 
Ｔｏｗｎ ，

 Ｊ

ｉａｘ ｉｎｇ
Ｏｔ ｙ．Ｚｈｅ

ｊ

ｉａｎｇ
Ｐｒｏ ｖｉ ｎｃｅ

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ｔｕ 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
ｎ ：Ｌａｃ ｉ

ｍｅ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ｔｓ

Ｃｈ ｉｅｆ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ｔＲｅｎＺｈｉｇ
ｕｏ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ａｍ ：Ｌ ｉｎＧｕｏｚｈｅｎ ，


Ｌ ｉＮａ ，


Ｙ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Ｓ ｉｔｅ ａｒｅａ ；２
，

２００ｍ
２

Ｄｅｓｉ

ｇ
ｎ／Ｃｏｍｐ ｌｅｔｉｏ ｎ ：２０ １ ４／２ ０ １ ５

１ ． 建筑主入 口

２ ． 总平面图

３ ． 主体建筑侧视

４ ． 景观入口

５ ． 洞石墙 ． 石材 ． 玻璃幕墙 ． 仿木铝合金的组合

６ ．入 口 侧院

７ ． 外部连桥

８． 立面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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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 《存在与 时间》 中 ． 表达

了 其对
＂

存在
＂

（ ｄａ ｓＳｅ ｉｎ
）
＿词在哲学层面的不懈追

求 。在 由实际生活的各种经验所构 建的环境里 存在
＂

才有意义 。 这种意义源 自 生活 中 的知 觉体验本身 ． 即

所谓 的
＂

现象 即本质
＂

。 映射 在建筑设计领域 ． 讨论

建筑是否存在 ． 看似毫无意义 ． 实则对建筑而言 ． 个

体 的差异性并 不是存 在与否的根本 ． 相对地 ． 场地 、

环境 ． 人 的行 为 ． 甚至时间 ． 光线 ． 声音 、 气味等才

是构成建筑的真正要素 ．

它们是建筑的
一

部分 ． 换句

话说 ． 当 在建筑落成时 ．

它只是一具躯壳 ． 而有 了这

些动态因 素所触发的知觉体验 ． 这座建筑才真正
＊ ＊

存

在
＂

⑴
。

西 塘古 镇 民俗 文 化 馆 位于规 划 Ｉ ２ｋｍ
２

的 嘉善

高铁 新城 内 ． 项 目 用地面积 ８ Ｉ ７７ ｍ
２

． 总建 筑面积

２ ２００ ｍ
２

。
地处江南 水 乡 ． 又被作 为西塘民俗文化 的

展示中心 ． 如何让建筑真正
￣

存在 ＇成 为在地 的场所 ．

是建筑师面临的最大挑战 。
对于

＂

景 象
”

的营造 ． 在

作品的形成 中具有特殊 的意 义 。 李 凯生在 《放 大 ： 时

间与 空间存在 角 色互换》 中说 建筑学的空 间绝不

等同于物理学 ． 数学纯粹 的理性空间 ． 建筑学的空间

历来是与事物场所 的观念相 联系的 ． 建立在场所的 曰

常性 内 涵基础上
＂

ｐ ］

。 由此可见 ． 建 筑师需要在 传统

语境下设计建造 ． 将 场地文脉 、 地域性及传统建筑特

征投射在设计的要素 中 ． 还原传统生活的
？＊

场＇ 让

建筑最终
＂

锚 固
＂

于 场地之中 ［
３
］

。

１ 被阻断的空间

通透 ， 常被一些建筑师用来表达中 国传统建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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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〇 ． 丨 丨 ．金属格栅

１ ２ ？ 内院外廊

１ ３ ．水系 与室内空间的 渗透

１ ４ ．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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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感觉 。 仔细 分析会 发现 ． 他们 之所 以会得出这

种结论 ， 是 因 为 忽略 了 所谓 有实 才有 虚 ， 有分 隔 才

有通 透 ． 分 隔是背景 ． 通透 是局 部 。 同样 ， 用流动

空 间来形容 中 国传统 建筑的空间特点也是没 有从 整

体环 境出 发来体验。 建筑 师缪朴 在其 《中 国传统建

筑 的十三个特点 》
一

文中也指出分 隔是 中 国传统建

筑的首要特点
［

４
］

。

在到 达 文化馆 入 口 前的 空间流线上 ． 设计师设

身处 地为参观者营造 了
一

个 开敞 与封闭相互 转换 的

空 间序列 。 基地入 口 处 ． 入 口 平 台以三级平缓 的 台

阶与 街道联 系 ． 两组 ４ｍ 高 ． 相 对而开 的厚 重石墙

加强 了入 口 的领域感 。 其 中
一 组 石墙 的材质 以对缝

的珍珠贝 石材与错 缝砌筑的长 条形灰色 洞石相拼接 ．

光滑 与粗糙 的质感形成对 比 。 从入 口 向 内 看 ． 视线

越过 浅水面 和被抬高 的景观绿植 ， 最后停 留在 以绿

色竹林为 背 景的 红褐 色格栅组成 的大 门 ． 至此 为第

一重 院落 。 行至大门 内 ． 高耸 挺立 的竹林 留 出
一

条

狭窄纵深 的路径 ． 视线被收 缩 ． 而后又被 高起 的石

桥阻 断 ． 拾级 而上 ． 视野逐渐开 阔 ， 由 石桥后 的竹

林分 出 的一 条狭窄石道 再次将视线收缩 ． 通过 空间

视线的开合 ． 给人一 种 朝圣般的心理体验 。 随 后来

到由 ３ｍ 高 ． 洞 石墙 围合 的第二重 院落 ． 从开 敞的

一

侧 隔着 宽 大的 水 面得 见 建筑
一 隅 ， 平 静 的水 面 ．

自 然而 然地倒映着屋檐错落 ． 虚实相 生的建筑 。 最后 ，

经过 由瓦 片堆 叠砌 筑 ． 相对 而 出 的围 墙来 到建筑主

入 口 的第 三重 院落 。
视线 与空 间在我 们从 基地入 口

行 至建筑入 口 的过程 中 ． 不时被 阻断 。

２ 被记忆投射的场所

沈克宁在 《时间
？

记忆
？ 空间 》 中指出 ． 在场所 ．

空 间和环境创造中 如果没有将过去体验之记忆加入当

下 的场所和氛围 中 ， 没有在心理和意识 中重现和重建

体验之现 象 ． 就无法真 实和具体地 把握建筑之 本质 ．

无法 营造那种形而上的建筑 ．

场所和空间的精神 ． 那

种 被诺伯格
？ 舒尔茨称作

＊ ＊

场 所精神 ＇ 被卒姆托称

之 为
＊＊

气氛
＂

的东西 。 因此 ． 在纯粹意识 中结合体验 ．

记忆 、 想象和视像所呈现的现象就是
一种最本质的建

筑内容
［
５

］

。 院落是 中 国住宅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 。

＊＊

宅

中有 院 ， 院中 有园 是传统四 合院住宅的真实写照 。

天井作 为徽 派江南 民居独特的
＂

院 是住宅 中 吐故

纳新的空间 。
这 种逐渐衍生而来的建筑空间形式包含

了江南传统 的集体记忆 。 中 国民居建筑中 ． 多以院落

为基本单位进行 串联式 的群落组合 。

作为新西塘水街的核心建筑 ， 西塘古镇民俗文化

馆传承 了徽派建筑的空 间布局 。 文化馆的主要空间分

为 门厅 、 影像 、 展 览 、 阅读四 大部分 ． 并分列 至四个

体量 中 ． 其 间通过檐下柱廊串联 ． 形成一个 闭合的回

路 ． 即
＂

门厅一柱廊
一石阶

一影像一柱廊
一展 览一阅

读
一柱廊

”

的空 间串联体系 。

３ 内与外

江南 自古多雨 ． 沿河而居 的人家 ， 用一根根原 木

柱子撑起黑色的瓦棚 ， 形成蜿蜒起伏而又和谐统
一

的

长廊 。 发展至今 ． 蜿蜒绵延 的长廊已然成为江南古镇

的特色之
一

。 谷崎润
一郎在 《阴翳礼赞 》 中 提出 ． 美 ．

不存在物体 中 ． 而存在于物 与物产 生的阴翳的波纹 和

明暗之 中
。
中 国审 美文化中也 有类似的阴翳观念 。

表

达 了
一种含蓄 ． 意犹未尽 的状态 。 亦 与东方的 中 庸哲

学相契合 ［６１

。

在西塘 古镇民俗文化馆 中 ． 出挑 ４ ． ５ｍ 的柱廊空

间作 为连接环境和 室内的过 渡 ． 从形 的不确定性 ． 模

糊性延伸 出意境 的耐人寻味 。 柱廊的材质为暖色的仿

木铝板表皮包裹深灰色铝板 ． 但在中缝 与底座显露出

深灰色 的核心加强 了纵 向感 。 门是横亘在室内 外的最

重要 的界限 ． 随 着心情 和天气 改变其存在状态 。 渗透

进室 内的光线随 着门 的开启关闭变幻 摇曳 ． 从室外到

柱廊 ． 再到室 内 ． 光线的表情亦从 强转 弱 ． 即使关上门 ．

在室 内依然能呈现光线 照射格栅而投下 的剪影 。 眼不

见 自然 ． 却依然能感受到 自然 的存在 。

４ 明确 的界限

在 中 国传统 文化中 ． 有 着
’

天人合一
”

的思 想 ．

传统园林则被作为这种思想的物化形式 ． 被很 多学者

推崇 。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 ． 园林更 多的是提供给使

用者一种 对 自然 的
＊ ？

观法
＂

， 而 非像西方 建造庄 园或

城堡时 ． 在建筑周 围留 出一片荒野那样真正意义上 的

融入自 然 。 因此 ． 从本质上说 ． 中国传统建筑更像是

自然与人工的拼贴 ． 有着明 确的边界 。

本项 目 的建筑虽临水而栖 ． 却让水于人而言 ， 更

像是可见而不可达的景观 ． 而非嬉戏的场所 。
室外地

面与水平面 的高 度差仅有 １ ００ｍｍ 左右 ． 外置的下沉

式休 憩区更是将人 的活动范畴延伸到水平面 以下 ，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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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参观者
一

种微妙 的 ， 类似栖 坐在摇撸船 中 的体验 。

虽然如此 ． 但参观者始终无法越过这条界限 ． 与水面

产生进一步接触 。 这种知觉体验与水 乡生活的 日常相

似 ． 人 们虽临水而居 ． 绝大多数的时间却脚踩在潮湿

且坚硬 的石板路上 。

５ 只在简单背景下变化

对于信奉密斯
“

Ｌｅｓｓｉ

ｓＭｏｒｅ

？？

这一设计语言的人

来说 ． 传统建筑往往是
一种繁复杂乱的表面形象 。 但

细细观察 ． 传统建筑虽然富于装饰变化 ． 却从未让人

产生不和谐之感 。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 其主要原因

是传统建筑的变化往往局限于整体环境背景下的极小

部分 。 换句话说 ，

当 建筑的形制 、 比例 、 尺度等大的

背景趋于简单化时 ． 细部即使充斥着多样的变化 ． 也

不会带来强烈的违和感 。

在江南水 乡 ． 坡顶 、 柱廊 、 低矮的体量 ． 围院式

的形式 以及与水的密切关系 ． 构成 了传统建筑的简单

背景 。 西塘古镇 民宿文化馆主体部分 ． 在布局 中采用

围合式布局 。 两个两层体量 ． 两个一层体量 ． 共 四个

坡顶建筑围合 出一个 ３０ｍｘ２５ｍ 的 中心水院 。
比例

低矮的 门扇 ． 在视线从室 内 穿过柱廊望 向室外 的过程

中强调 了空 间的水平性 ． 进一步拉低建筑体量感 。 这

些特质共 同作 用 ． 使建筑本 身回 归到传统语境 中 。 在

此基础上加入丰 富的变化 ． 也不会显得 出格 。

６ 扁平的细部

与欧洲及伊斯兰世界的建筑以雕塑感较强的体块

为装饰 的形式不 同 ， 中 国传统建筑中 较为常见的是以

二维 装饰线条 为主 的扁平 细部 。
这 不难让人 联想到西

方 的雕塑及透视画法注重 写实 ． 而 中 国的艺术则以写

意 为主 的差异 。
槁扇上 的窗棂多以线条构成装饰 细部 ．

与欧 洲传统建筑中的 凸窗 ． 老 虎窗等 有明显不 同 。

古镇民俗文化馆的门厅 ． 是
一

个上下两层高的体量 ．

用两片 山 墙将原本
＂

体
＂

的设计转化为
？ ？

面
＂

。 正面上

实下虚 ． 上下两层的中间对应位置 ． 均采用 丨 ｍ ｘ ４．２ ｍ

的门 窗槁扇 ． 形制 比例类似传统屏风 ． 细部 刻画以线

条构 图的回纹装饰 。
室内光线可 以通过下层槁 扇透出 ．

成为扁平细部的背景幕 。两 侧的景墙同样强调 这种
“

扁

平
＂

，

５０ ｍｍ ｘ ７５０ｍｍ 的片石构成 了 疏． 密 ． 虚 ． 实

四种排列方式 ． 但依然只 集合在
一

个
＊＊

面
＂

中 ． 并没

有产 生三维的组合方式 。

以 ６４００ｍｍ 为模数的廊柱 ． 将展厅在 内 院的临

水 立面进行切分 。 在每个模数内 ． 亦根据层高线及门

窗为 主进行二次划分 ． 形成横三竖三的构图方式 。
最

后 用回纹及横 竖相交 的垂 直线条进行
＂

填空 形成

完整的立面 。 这 种不 断切分立面的做法 ． 无疑是在进

一步强化
＂

面
＂

的重 要性 ． 让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于

扁平化的细部 ．

而非去 关注建筑的体量 。

凯文 林奇在 《总体设计》 中 ． 曾对
“

场所
＊＊

和

＂

场所精神
＂

有过如下的论述 ．

＂

总体设计 ． 无论 多么

带有根本性 ． 总要同先前存在的场所保持某种连续性 ．

了 解一个地点需要时间和精 力 ． 老练的总体设计师经

常为
’

场所的气质
’

而冥思苦想 ． 绞尽脑汁 于建筑

师而言 ． 基于场所精神指引下 的设计 ． 才能最大限度

地保持场所的这种连续性 ， 场所的气质不来 自于任何

图表中冰冷的数字 。 只有这样 ． 建筑才真正
？？

存在
̄

西塘古镇 民俗文化馆 以
一种有别于传统的形态 呈

现出 来 ． 但它所营造出 的场所 ． 让参观者可以忽略形

态表 象上的差异 ． 而 回 归到生 活中 的知 觉体验本 身 。

随着
’

＇

时间
”

这一要素的加入 ． 古镇 民俗文化馆所有

最初的设计都将慢慢被转化为记忆和体验 ． 这种
＊＊

场

所之灵
￣

的叠加 ． 会最终将这座建筑
＊＊

锚 固
￣

于水 乡 ．

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 ‘

存在
＂

。

（图 片来源 ： 图片 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图片 ◎ 张虔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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