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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构叙事

温州绿轴翡翠文化馆

Ｓｐ
ａ ｃｅｂ

ｙ
Ｐａ ｐｅ ｒＮ ａ ｒ ｒａ ｔ

ｉ
ｖｅ

ＷｅｎｚｈｏｕＲ＆ ＦＣｅｎ ｔ ｒａ ｌＰａ ｒｋＣ ｕ ｌ ｔｕ ｒｅＣ ｌ ｕ ｂ

摘要文章主要介绍了 曰清设计在温州鹿城区的项

目
一温州绿轴翡翠文化馆 。 以项 目 为 基础 ． 笔者探

讨了 建筑作 为
一种特殊 的容器 ． 在与环境对话的过程

中逐 渐形成的 多 重语义 。 语义建立的过程即 建筑建立

的过程 ． 在经过叙事 性 ． 象征性 、 交互性 ． 景观性 ．

连续性等一 系列尝试之后 ， 自然而然地 ．

这个特殊 的

容器里 ． 照进了
一丝场所精神的复兴曙光 。

关键词 象征性 ： 叙事 ；

折纸
；

容器 ： 交互 ： 未来景致 ；

连续性 ： 城市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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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目 名称 ： 温州绿轴翡翠 文化馆

项目 地点 ：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三友路

设计单位 ： 上海 日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 目 总负 责人 宋照青

主创 团队 ： 初子圆 ． 郭丹

建筑面积 ： 丨 ７５ ３
．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１ ７／２０ １ 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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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沿街立面局部

２ ．前场空间

３ ．飘起的片墙

４ ．前院入口

５ ． 总体平面图

６ ． 鸟 瞰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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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不能至
，
然心 向往之

’ ’

翡翠文化馆位于浙江省温 州市 鹿城 区三 友路 ． 与

＂

市 政府一世纪 广场
＂

城市 中 轴线
一

路之隔 。
用地 狭

长
． 背靠高层林 立的住 宅小区 ． 面朝绿意葱茏的绿 轴

公 园 ． 聊 有
＂

高 山仰止 ． 景行行止
＂

之意 。

＂

虽不能至 ．

然心 向 往之
＂

． 在这广告 牌
一

样 的位置 ． 建筑 肩负着

文化展示与成 为城 市客厅 的重任 。

很 多 时候 ． 建筑像极了
一

种特殊的容器 ． 容纳行

为 ． 价值 ． 意 志 ． 物质甚 至时 间的容器 ． 不 仅如此 ．

它所容纳 的所有 ， 会 反过来决定这 个容器 的质与形 。

本次建筑实践 ， 我们便是从选择这个
＇ ＇

容器
＂

开始的 。

２ 得之于心
，
而形于画

元代 黄公 望 作 《富 春 山居 图 》
． 不 重实 景描绘 ．

而关注 山水之理的体现与 自 身精神状态 的表达
Ｍ

。 围

绕 富春江景 的母题 ■ 依据 个人 的心境与审美理想转换

画中 的时空 ． 将 山 ． 水 ． 建筑 ． 人物 ． 草木情节化地

融合在
一

起 ． 完 成了
一 场影像 性的叙 事与抒情

Ｈ
。

正所谓 得之于心 ， 而形之于画 。 建筑与绘画于此

相通 ． 针对特定的情节设定特定的空间 ． 而特定的空

间 外延为特定的外形 。
这样的建筑就像

一

个盛满水的

玻璃瓶子 ． 水的形与瓶子 的形合二为
一

． 功能事件与

空间形式合二为
＿

。

３ 文章是 山水化境

清代王永彬于 《围炉夜话 》 中将文章 比作 山水
［
３

］

。

从空 间层面去理解 ． 文章纳尽 山 水于纸张 之间 ， 使人

身临其境 ． 如历耳 目 。 而 建筑 既可以概括文章 ． 又可

以提炼 山水 。

这种 象征性不禁让人 浮想联 翩 ： 功能实现的过程

可以是讲故 事的过程 ． 承载功能的容器也可 以是书香

墨嗅的纸构 。
这 是一个 不错的 启示

．

顺 着这个 灵感 ．

我们开始 了
＇ ＇

编故事
＇ ＇

与
＂

折纸
＇ ＇

的工作 。

叙事伊始
． 先要设定脚本 ．

它是共性和个性的统

一

。 如果线索是故事的共性所在 ， 那么围绕线索所有

的变化要素就是其个性所在 ． 把握共性创造故事 的框

架与格局 ． 同 时为个性 的可能充分 留 白 ． ， 最终 ， 参与

者在不知不觉 中 自我发挥 ． 在统
一

的基调 中产生 着个

性的情节
Ｗ

。

项 目 用地的可建设范围东西宽 ３０ ｍ
， 南北长 １ ２０ｍ

，

长宽 比较大 。 从临河一端开始 ． 前院 ． 大厅 ． 后 院依

次排开 ． 形成建筑 的整体格局 。
室内动线的起点与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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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入 口

２ 接待

３ 开放展厅

４独 立展厅

５办公

６ 景观庭院

７休息 区

８洽谈 区

０■

点尺度放大 ． 形成汇集人流 的 口袋 ． 与大厅串 联 。 大

厅与后院分别设置 开放展 区与独 立展 区 ． 驱动流线的

交叉与回 流 。 以基础 回路 为骨架 ． 建筑形成了 由 主题

展示厅 ． 接待大 厅 ． 中 央展 厅 ． 独立 展厅 ． 洽谈 区 ．

休息区组成的流动空 间 。

设定好 脚本 ．

就 开始渲染 故事发展 的四个环 节 ．

也就是 空间的开 端 ． 发展 ． 高潮 ． 结 局 。 与此 同时 ．

注入基本 的尺度 概念 。 尺度 作 为 建筑的一 个重要特

征 ． 可 以 通 过影 响受众 的心理改 变他们对 建筑艺 术

的感受 ［

５
］

。
但尺度不会是功能的 附庸 ．

它是事件的主

体——人一的忠仆 。 功能主义认为 建筑空 间必 须服

从 功能的需要 ． 功能控制 了空 间的形状与质量 ． 而 事

实上人对空间的需 求不仅限于功能 ． 人 的心理感 受应

被视为空间形成的重要诱 因 ． 功能只是其中的子集
１

６
］

。

由 是我们在开展空间层次的时候 ． 在 兼顾
一定 实

用性的同时 ． 更多 地会关注不同路径上连续 的心理感

受 。

＇ ＇

编故事
＂

的构思 不一而足
．

对未来 的结果的 呈

现我们也不 希望创造唯一的解读 。 但有一个版本我想

推荐给读者 ： 从入 口 广场开始 ． 移步即翻书 。
实墙从

地面拔起又折 向天空 ． 勾勒 出 像山 崖一样的轮廊 ． 玻

璃幕墙 则像水 帘从檐 下垂向明渠汇成山 脚的湖泊 。
走

近
＂

山 脚 石径 浮在方 才 的水 面徐徐延伸 ， 像 桥又

像毯 ． 将人 引 向前院 。 沿着 石桥 ． 穿过纸艺＿样的铜

门 ． 就进入前 院 。 你可 以感受 到时间在这里短暂停留 ．

互 成 角 度的边 界 将人 的注意 力 向 前牵 引
。 透过 玻璃

屏 障 ， 大 厅与 人初 次照面 ， 而 天井夸 张 的高 宽比却

压抑 着观者膨 胀的好奇 。
玻璃 门墙 摆脱前 院的轮廓 ．

转 向 室 内 ， 视线也 随 之移 到 尺 度陡 然放 大 的序厅 。

先 抑后 扬 ． 显 得豁 然开 朗 ， 场 所 的情 绪 ． 从前 场便

开 始 酝酿 ． 到 开 放展 区 时达 到 高潮 。 情绪 的高 点 ．

也是逻 辑的 支点 ． 接待 区 ． 画廊 ． 酒 水 区 ． 洽 谈 区

以及 休息 区通 过开 放展 区间接 发 生联 系 ． 功能 转换

也 有 了 更多 的可 能 。 而后伴随 着人 流 的延伸 ． 大厅

收缩 向 狭长 的画廊 ， 廊柱掩 映 ． 禅院 的景 象逐渐展开 ．

摸不 到 的亲近 化作三 维 的长卷 ． 连 向等候 多时 的独

立展 室 。 离开展 室 ． 青石板 接 向 外廊 ． 宝贵 的 静空

如盛宴 之后的清茶 ． 让之前 的精致与诚意慢慢 回味 。

闲庭 漫 步 ． 听 落 水弹 波 ． 看禅 石 散 卧 ： 俯 仰 之 间 ．

山 环而水绕 ． 复 行而不穷 。

环境空间在特定的时 间和自 然状态下有不同的情

绪 和意义 ． 而这种情绪和意 义往往来 自 人的行动 与知

觉 于是 ． 功能流线通过 路径将一个个场所联 系起

来 ． 不仅仅在完成功能组织 ． 也在完成空 间化 的叙事 。

＇ ＇

建筑并 非由
＇

叙事
＇

而起 ． 但一 系列对空 间尺度 的

营造 和控制 ． 非 常 自然地产生 了叙事化的结果 。
从现

象学意 义上说 ． 强调空间体验成为 建筑设计最本质 的

东西 ． 只有体验 才能产 生场所精神 ． 这对文化建筑尤

其重要 。

－ ｍ

４ 山 石之于城市

对每
一块场地 ． 都有一种理 想的用途 ： 对每种 用

途 ． 都有
一块理想 的场地

＾
。 本项 目 也不例外 。

场地

紧邻
’ ＇

市政府一世纪广场
＂

城市 中轴 ． 与 中 央绿轴公

园隔路 相望
１

■ 虽然背靠住宅小 区 ． 但朝 向绿化一面 行

人寥寥 ， 驻足者更鲜 ， 车马匆 匆反增冷淡 。 新建筑 的

到来 ． 某种程度 上是场所复兴的
一次机会 。

自
’ ＇

屋 顶
＂

产 生之初 ． 便开始 了它与天空之 间横

亘人类 历史的对话 。 我们可 以从地球上无数优秀 的建

筑领略 古今 匠人 的天才 ． 但很 多时候 ． 人们 的视线又

停 顿于 此 ． 这似乎成 为
一

种 界限 ： 无视 它就像 在主

动接 受残缺 ： 翻过 它 ． 就有机会 创造不
一

样 的美 ｜

１ （＞
１

。

反观本项 目 ， 整体上 ． 建筑顺应绿轴的动势摆开架势 ．

从面向天空 的朝 向开 始 ． 为 既有的以及将有的高点谋

划未来景致 。 我们不 尝试妥协 ． 或者说 ． 不尝试放弃

与天空对话的机会 。

＇ ＇

编故 事
＇＇

的过程也是折 纸构思 的过程 折纸
＂

的过程也是故事修饰 的过程
。
街角 处 ． 区别于充斥以

商业和广告的做法 ． 建筑借十 多米的悬挑打开本 来可

能要封闭的转角 ． 为 内部庭院捕捉城市景 观的同时也

为路过 的行人提供窥视的洞 口 ． 在看与被 看中形成戏

剧化 的行为互动 。 沿街面 ． 山石意象诉诸雕 塑化 的形

体 ． 于人们出 行的场所形成非常界面 ． 打破 千篇
一律

。

地标效应将 引来 更多 的人群 为场所注入活力 。 建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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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则成 为桥头风景的守望者 ． 融 入绿轴印象 。

一处街角 的产生是空间 ．
时间 、 体验交互作 用的

结果 。 街角 的本质则是此三项交互影 响而反映出 的城

市空 间形式的一种 ． 并借着活动与空 间的互动来传达

其内在的社会意义
［

｜ ｜

］

。

定 向展示之余 ． 建筑也向 普通市民开放 ． 这 吸引

了不少人前来参观体验 ． 其中 慕名而 来取景摆拍 的不

在少数 。 未来 ． 艺术 中心也可转化为 多功能的社 区活

动空间 ， 进一步 走入城市生活 中去 ． 其
＂

城市客厅
－

的社会属性将被 延续 。

５ 折纸造 山
＂

本能是 以
一 种记忆 方式积淀在人的大脑之 中而

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 ． 激活的能力 ：

原型是世世代

代积淀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心理经验 ． 是一种无意识的 ．

集合 的 ． 历史的
’

原始意象
‘ ＂

［

１

２
］

。 而折纸几乎可 以

说是我们所有人童年记忆中 共有的原始意象 ． 它像一

种社会构成中 隐藏的
一道频率 ， 等待 另

一道频率与它

共 鸣 。 就 像罗 伯特
？ 文丘里所说

．

＂

在 建筑中 运用传

统既有使用价值 ， 也有表现艺术价值 。 用非传统 的方

法运用传统 ． 以不熟悉的方式组 合熟悉的东西 ． 他就

在改变他的环境 ， 甚至老一套的东西也能取 得新 的效

果
”

【
＿ ３

】

。

一张纸经过裁剪翻折 ． 形成 了连续的 表皮与空间 ．

放大若干倍 ． 形成
一

个巨构的折纸工艺品 ． 同时也成

为一个庇护所 ． 而这很符合建筑的描述 。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 ． 在形式上消解了墙和屋顶的

界限 ． 在空间组合上使隔断 ． 甚至柱子对空间流动性

的影响降到最低 。 当然这也对结构与幕墙设计提出 非

常规的要求 。

建筑主体高 ９ｍ
￣

１

２ ｍ
． 中央大厅跨度 １

７ ｍ
—

２ １ｍ ． 两翼跨度 ６ ｍ
￣

 ８ｍ
。 为 了营造无柱空 间 ． 我

们把建筑设计成混合结构体 系
——主体 空间采用混凝

土结构与幕墙二合一的建造体系 。

纵贯整个建筑的西侧 实墙作为 主剪力墙成为 支撑

主体 ． 卫生 间区域为筒状剪力 墙 ． 另外在石材幕墙内

暗置 ３ 根钢柱 ． 室内仅 有 Ｉ 根柱子外露 ． 且为造型所

用 。 次结构体系采用钢结构与幕墙龙骨合并受力 ， 立

面玻璃幕墙 与屋面铝板 共用 Ｌ 型幕墙桁架龙骨 ． 截面

为 ２５０ｍｍｘ６０ｍｍ 的格构柱 。 在结构设计之初引入

幕墙设计 的概念 ． 既节省结构成本 又简化构件尺寸 。

室外回廊采用了空 间钢桁架结构 ． 尤其在建筑东

南角 ． 东 、 南两侧分别悬挑 丨 ２ｍ
． １ ９ｍ

．

悬挑端离

地高度 ｌ ． ２ ｍ
。 空 间桁架截 面为三 角 形 ． 局部 回廊顶



时代建筑Ｔ ｉ

ｍｅ＋Ａ ｒｃ ｈ ｉｔｅｃｔｕｒ ｅ２ ０ １ ９／ ３ １ ３ ９

１ ４ ． 纸壳下的 场所

１ ５ ． 典型断面

１ ６ ． 综合大厅

１ ７ ． 休息区

１ ８ ． 画廊

１ ９ ． 多可能性的空 间与视觉平衡上的留 白

１ ４ ． Ｐ ｌａｃｅ
ｕ ｎｄｅｒ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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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ｓ
ｈｅ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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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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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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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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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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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
ａｎｄｖ ｉｓｕａ ｌ ｂａ ｌａｎｃｅ

部单臂悬挑 ２ ｍ
￣

３ ｍ ．

二者结合后形成稳固 的空间

体系雨篷 。

室内 以开敞的大空 间 为 主 ． 室内 高度平均 ｌ 〇 ｍ
。

为 了 提高空调的能效利 用 ． 空调采用地 出风 ． 因 此地

面结构设计为 箱式基础 ． 大量设备 内置于室内 地坪下

方 ． 同时也简化了 室内空 间 。

从概念到落地的全过 程中 ． 力求建筑造型与室内

空 间形式统
一

． 结构与幕墙构造体 系统
一

． 建筑室内

外及景观材料统
＿

。 这三点的结合使复杂的空 间呈现

清晰 的逻辑 。

折纸外观 以银灰色的钛锌板 覆盖 ． 拉丝 的纹理与

触 感贴近折纸的意象 ． 拼缝斜向 拉伸 强化外观 的速度

与张 力 。 与外壳对应的 内里根据位置分为两部分 ： 内

墙 采用深灰色 的石材 ． 吊顶则采用木色格栅 ． 与玻璃

幕墙后的肋柱 同质 ． 与石墙一道创造柔和安定 的室内

感受
。
玻璃幕墙借肋柱受 力 ． 竖明横隐 ． 玻璃 高透低

反 ． 意在 消隐 ． 衬托建筑的雕塑感 。

连续 性是我 们评价本次建筑实践完成度的重要指

标 ： 室内 外材 质的连续 ■ 墙与屋顶在结构 ． 形式上连

续 ． 甚至材质分缝遍及 建筑全身的连续 。 建筑师有时

候就像是找到稳定工作 的摇滚乐手 ． 浪漫而成熟
。
就

像黑格 尔在 《美学 》 中描述 的那样 ：因 为浪漫 型艺

术 固然也利用外在因 素为 表现手段 ． 却要从这种实在

退 回到它本身 ． 因而使 客观存在 的事物可 以得到 自 由

独立的 形状结构 。

＂ Ｍ

６ 结语

我认 同
＇ ＇

建筑更像是
一

种人造 的自然物
Ｍ ｌ ５

］

．

但

将 建筑 以 山水 的姿态叙事也算不上什么执念 ． 而是
一

种入世 的随和 。
不逃往古代的 田 园 ． 也不沉沦城市 的

山 林 。 解构传统并融合 当下
． 怀旧而 不伤感 。

（ 图 片来源 ： 图 片 图纸均由作者提供 ． 其 中建筑图纸 由 日 清设计

提供 ： 建筑摄影来 自 行知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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