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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滩咫尺之遥，Meta工作室为一座

原本平淡无奇的商业别墅重新设计出与风景

相默契的个性，见证何为理想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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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使得 5个房间均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一层的唯一一

间客房考虑到其较好的可达性，未来可为老年人使用。在房间

一角，具有厚度的墙体内切后形成了一个面向后院石子路的小

阳台。二层的西向客房在转角处被窗洞打破，视线被斜向引导

至后院中的几颗松树。在西南一角的小客房中，一个斜向凸起

的窗口使得这一本来处于背部的房间也拥有了望向大海的视

野。外凸窗台的深度恰好使得它成为了一个人能够就坐、小憩、

发呆的地方。

东侧面朝大海的主人房间和客房拥有着T宅中最为完美的

视野，而建筑师则通过尺度、位置、光线与朝向的把控，使得这

两个望向相同风景的房间具有了迥异的空间特质。东南一角的

客房被王硕形容为他最为喜欢的一间客房。进入房间，视线首

先会被客房附属的浴室中的长方形窗口所吸引。这一与浴缸等

长、高度恰处与浴缸边缘齐平的扁窗过滤掉了T宅前院和沙滩栈

道的景致，只剩下沙滩的浅黄、海水的灰蓝和天空的浅蓝所构成

的三道纯粹、抽象的色块。房间中的一张岛式大床面朝大海与天

空，浮游于空间之中。阳台上方的深远的挑檐既限制着视线的

高度，也使得房间内的光线始终被其所刻意的控制。与之截然

不同的则是主人客房中对光线的感知。尽管立面的内凹也形成

了一个面向大海的阳台，然而近3m的开窗高度和斜向放大的

开口使得视线和光线在此不再是被抑制，相反地，光线和风景被

尽情地纳入室内，从而使得这间房间也具有着与“主人房间”相

称的豁然开朗的气势。在其附属的浴室中，窗口的设置同样被

和浴缸结合在一起。朝向由直向建筑设计的海边孤独的图书馆，

窗口仿佛被其所牵引，而从立面扭转凸出，巧妙地规避了海边其

它普通公寓楼的景观。

窗洞和风景之间的关系也在T宅的公共区域形成了特殊的

空间场域。在客厅，面朝入口花园一侧的窗口被特意地压低，暗

示着居住者在此小坐，望向窗外的低矮灌木。在整个T宅中，“图

书馆”是唯一贯通两层的正方形空间。在这里，较深的窗台被设

计成为可以就坐、阅读的区域，一道天光则被至上方引入，投射

在围裹着这一空间的通高书架上。

在回溯Meta工作室的一系列小尺度建筑时，王硕将工

作室的建筑策略称之为“Land(scape)mark”。这一来源于

“Landscape（风景）”与“Landmark（地标）”的合成词暗示

着工作室在设计这些项目时的目标：它们既需与风景相呼应，

也要拥有自身的可识别性。在T宅中，临海一侧的取景框式的开

窗遥相呼应着阿那亚社区礼堂和大海，后院一侧被保留的坡屋

顶的外轮廓则回应着后排别墅的体量。不同朝向上的窗口以内

凹或者外凸的形式回应着周遭的风景，风景的牵引或是挤压也

形成着T宅具有动势的几何形态。由此，T宅以一种与风景相默

契的表情回应周遭，而又孑然独立。

Land(scape)mark也暗示出一种与通常认知中的地标所

截然不同的可识别性。如果说地标式建筑往往通过具有标识性

的建筑形体和立面语言而极易被转化为一种易读的二维视觉图

像，那么Land(scape)mark则携带了更多无法仅仅通过视觉图

像传播的在场体验，调动来访者丰富的多重感知。通过平面形

制、开窗方式、材料选择，T宅为不同房间创造出迥异的感知体

验。从吹过底层空间的海风到在二层阳台扎入带着大海的湿润

气息的空气之中，从向沙滩与大海的完全开敞到被控抑制的视

野，即便是相同的风景，也经由建筑，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临海T宅（House T）是Meta工作室新近完成的一座位于

秦皇岛市阿那亚度假社区的临海别墅。与沙滩和大海咫尺之遥，

Meta工作室的再设计为这座原本平淡无奇的典型商业别墅注

入了一种与风景相默契的个性。脱胎换骨后的T宅如同一块海

边的巨石，白色粉刷的木纹混凝土与片状砌筑的本地石材被柔

韧于动态的几何线条之中，与阿那亚社区极富标志性的社区礼

堂遥相对话。

临海T宅隶属于阿那亚听海别墅区靠近沙滩的第一排6栋

独栋别墅之一。Meta工作室接手这一项目之时，别墅的主体结

构业已完成。作为商业开发的典型产物，它有着程式化的平面布

局、双坡屋顶、面向大海的通高客厅和大面积的落地窗。在Meta

工作室的主持建筑师王硕看来，改造前的别墅更像是标准化的

产物，它既未与周遭的风景发生着独特的对话，也没有照应着居

住者的感官体验。对这两点的思考与调整也成为了Meta工作

室的再设计的起点。

再设计的第一个动作是对建筑的内与外之间的关系进行重

新调整。先前两层通高的客厅高度约为9m，约 1 ：2的平面和立

面比例使得它显得过于高耸、空旷。建筑师在此局部增加了楼

板，既在二层形成了一个面朝大海的主人卧室，又将客厅高度压

低至4m左右。原先大面积的落地窗虽然提供着朝向沙滩和大

海的最大化视野，却也使得对风景的体验成为了被凝固在玻璃

之外的景观图像。尽管在视觉上是通透的，它却隔绝着更多的

感知可能性：海风的轻抚、阳光的温度、海水的味道、沙滩上嬉戏

玩耍的人声。对这种单一视觉感知的反转意味着一方面内部空

间需要有向外部开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将外部的特征

引至内部。

建筑师首先为客厅南侧和餐厅东侧增加了可完全开启的折

叠式落地窗。尽管复杂的可折叠系统为落地窗门的生产与安装

增加了极大的挑战，在施工过程中耗费不少精力，然而开启之

后的流动空间却改变了一层原来的封闭状况。它不仅使得海风

得以拂过建筑之内，也使得居住者在此的活动得以打破内与外

之间的界限，自然地溢出南侧庭院中。从厨房的岛式餐桌到开

放餐厅的传统圆桌，再到框构出户外庭院一角的烧烤台，在天

气适宜之时，人们将自然而然地伴随着食事的安排，在不同的

空间之中游走。

当建筑的外表皮主要被白色粉刷的木纹混凝土、来自当地

的片状石材和深色木条所包裹，建筑师也试图将外部材料的粗

粝之感带入精致、舒适的室内。在T宅面朝大海的东侧，片状石

材砌筑而成的内凸体量仿佛一个入侵物，正对T宅从内院进入

的主入口而突出于建筑的内部空间。这一内凸的长方体“石块”

带着手工捶凿的粗粝痕迹，色彩、厚度与质感不一的石片被灵活

地层层堆砌，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被塞入更小的碎石来完成整个

表面的砌筑。每一块石片的不同纹理，暗示着不同的触感，邀请

着居住者去伸手感知。

Meta工作室的再设计的第二个动作则是对原有体量的重

新包裹。一层的片状石材体量基本维持着原先的轮廓线，而带有

本页：在客厅一角，刻意被
压低的窗口和风景之间的关
系形成了特殊的空间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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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透明界面如同受到周遭风景的
吸引或是挤压一般，在平整的
混凝土表面上拉扯出双曲面的痕迹。

双坡屋顶的上层体块则被白色粉刷的木纹混凝土重新“浇筑”为

一个充满着动势的体量。在面向沙滩与大海的东侧，双坡顶被处

理为一个简洁的平屋顶，并通过阳台的设置，形成了一个面对风

景的取景框。在西侧，此前双坡屋顶的痕迹仍依稀可辨。两端之

间，渐变的双曲面形成了从方形截面向多边形截面的逐渐转变。

北侧的长向立面是T宅面向主入口与社区主路的最具公共性的

立面。由此，建筑师希望能够在此呈现出建筑最为丰富的表情。

水平的白色混凝土体量上被切割或是牵引出数个窗洞。玻璃的

透明界面如同受到周遭风景的吸引或是挤压一般，在平整的混

凝土表面上拉扯出双曲面的痕迹。在中段，混凝土体量侵入、包

裹住底层的深灰色片状石材。在王硕看来，这一策略使得由片状

石材包裹的底层可被视为一个基座，而带着复杂几何变化的上

层混凝土体量则既扎根于这一基座中，也仿若悬浮于地面之上。

最终，白色混凝土体量在北向主立面上形成了一个T字形形状，

而这也成为了项目名称的来源。

在论及每间客房的设计时，王硕提到自己试图把曾经在旅

行途中的对诸多风景的不同感知融入到不同房间的居住体验

Architecture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