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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向建筑创始人 、 主持建筑师

我和阿那亚的缘分是从 ３ 年半以前幵始的。 这

３年阿那亚的变化真是很大 ，
这其实也反映中＿城

设计 的时候希望整个空间和海有
一个更直接的关

系 ， 因此东边的立面是一个相对通透的状态 。 我们

方盒子。 这个方盒子和弧线形成了
一个混凝上

腔 ， 空腔也是一个桁架式的结构 。 令栴架的腹杆

董功
Ａ

市化真的是很厉宵 。 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讲
， 海 用一个 ２ ０ｍ 的横窗对应大海的海平线——这个在我

边 图书馆建成后是怎么被使用 的 。
估计通过各种媒们生活的肚界上大概唯一的

一条苗 然生成的纯几何

体 ， 大家对这个设计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
，

但水平线。
为了使其在结构上成立 ，

并巨横窗不被竖

是关于使用的情况 ， 的确是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 向结构打断 ， 上方有一个桁架作为屋顶的支撑 。 为

在这个房子设计之初 ， 原始的想法就是做
一了不让一个形式感过强的工业桁架影响图书馆里比

个社区共用的 阁书馆 ， 同时对社会幵放 。 这也和马较安宁的视觉气氛 ，
在桁架的两侧用 了两层半透的

寅关于社群的理念相关 ： 在当下中国城市化大背景 玻璃砖
，

做到某种程度的消隐 。 东立面的下方是
一

（

的住宅类型上 ， 怎么去重新寻找
一个邻里之间更排旋转门组成的灵活可幵启的界面 ， 每

一个可开启

ｐ
的关系 ，

一种
“

共同体
”

的概念 。 所以在大的的门对应的是一组沙发。

ｇ
上是一个社区里需要安插

一些能够聚集公共精在设计西面的时候
，

我们看过当时的规划
，

希

的空 １）

４
图书馆实际上是一系列公共望图书馆和其后的社区有

一个隔离的状态 。 为 了强

调这个空间对海的关系
，
所以就有 了

一

条麵打开

Ｉ书ｍ的 剖而 ， 这是图 书馆空的弧线 ， （ｈ． 显我们又不太 希？人在外面能够
一

下就

是ｗ在光简的侧壁上 ， 在两层混凝土
｜

ｉｆ ｉ等于形成

了一个结构的连接作用 。 所以这就是 图书悄

从这遒墙到另外一侧的墙 ， ２０ｉｎ 的距离不 子。

西边整个弧面落地的 就变成了一

以坐着＃海的长凳。 长凳和 也板之间 ， 有＆
长串可幵启的通风扇 ， 形成了空 的可能性 。

１

同样是为了加
＇

强对流 ，

＾
光筒也 校

是通风

口
。
当上方天窗旋到幵启状

个通风条件相对良好的状态 。 整个 处理Ｓｉｉ像
一

个看台
一

样 ，
－当

．时＃ ：计的时候 ， 没有设想会

乐会 。 我们只是希望 角
”

，
可以让木同乂策＃

不同位置上 ，

＇

最大化地不被干扰地看到大海
＇

。

接
Ｔ来

我Ｓ大家讲讲之后图书馆发生了彳十么。

年 ｂ 月 ／图书馆刚开始运营 ，

“
一

条
”

Ｍ布了



图书馆的文案 ， 称之为
“

全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
”

。

我当时还提出 了强烈的反对 ， 我说你这个太煽情 ，

一

定得改 ， 而旦他们还答应了
。
结果发出来的时候

仍然没改。

“
一

条
”

播出这个节目的第二周 ， 每天来

这里参观的超过 ３０００ 人 。 当时无论在学术界 ， 还

是在社会层面 ，
这个房子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

后

来逐渐变成了现在这种网上预约的方式 ， 每天大概

发 ２００ 个号
，

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使用状态 。

这几年每次来阿那亚 ， 我都会去里面转
一

转 ，

看到各种各样的人 ，

一些不同的使用方式 。 微博上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图书馆的 自拍照片 。 来这里的

有游客 、 学生 、 附近的居民 ， 包括小孩 、 老人。 有

人在这看书 ， 有人看海 ， 还有人睡觉 。 大量的文艺

青年在这里拍照 。 这里还拍过广告 ，
甚至来过行为

艺术家。 举办各种演奏会在这里已经变成
一

个例行

的事情了 ， 每
一

两周就有
一

次 。

对于
一

个建筑师来讲 ， 这个房子给了 我
一

段难

忘的经历 。 它的使用状态 已经远远超 出了我们当时

在设计时的预期。 当然这后面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

因 ，
我 自己觉得首先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媒体的多

元化 、 扁平化有关系。 这里面也会反映出社会大众

的心态状况 。 总之 ， 这个现象已经很难用简单的对

错或是好坏来判断了 。 到今天 ，
这个图书馆慢慢幵

始呈现 出它本来应有的
一

个状态 ， 随着它周边的社

区越来越丰满 ，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去使用它 。

《工人 曰报 》 报道这个图书馆时说的
一句话很有

意思 ：

“

在
一

座海边图书馆里面 ，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

看见了什么
，

你想要什么 ，
也许你真的就能从这里

得到什么 。

”

我想 ， 图书馆这个事件 ， 其实揭示了在这个飞速

变化着的时代 ，
建筑空间和社会大众之间深层互动的

可能性。 在这个点上还是挺值得琢磨琢磨的 。 □

１ 海边图书馆草图

２ 海边图书馆西南视角 （ 摄影 ： 夏至 ）

３ 海边图书馆户外空间 （ 摄影 ： 苏圣亮 ）

４海边图书馆阅读空间 （ 摄影 ： 陈■ ）

５ 海边阁 冥想空间 （ 摄影 ： 夏至 ）

６ 海边ｍ 丨如
‘

说想空间屋顶 （ 摄影 ： 苏圣亮 ）

Ａｒａｎｙ
ａ

Ｆｏ ｒｕ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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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莲娜

多相工作室创始合伙人

我今天代表多相；ｃ作室讲
一个房子——石岛山

ｆ
ｌ

， 这是我们第
一

次切实面对大自然的实践 ，
从设

，

计到建成 ，
历时 ３ 年 。

石岛 山居位于山东威海 ， 业主是一家国内著名

的科技企业 。 项 目初衷为企业会所
， 之后逐渐定性 ，

为
一个小型的精品文化酒店 。 从项 目的选址 、 ．策划 、

跡 Ｉ

．駿 、

Ｉ ｋ ． 麻
Ｉ

初 ｙ ｉ为企业娜 ，
之 ） 「汹侧

＾

响中

为
－个小型的精品文化酒店 。 从棚的腿 、

，

戯 ｜

Ｊ
＇Ｖ

所的精 这：

任务书的制定
，
麵主题与内容的挖掘

，
多相工 丨

； 十几版 置的微

室全掉参与 。 多相作为总设计师 ， 带领合／乍团 是一个在精ｇ

成了建筑 、 景观 、
室内的全部设计和辱期支 谋变 。 在一开 ！

我们将石削． ｜酿义为
“

ＭＵ
ｆ
家＾ 本

，
爾袖 衷喜欢 ‘我们将石岛山居定义为

“

精神家

的意义 ， 希望她能回应久
ｆ
ｌ
一些

活
” “

气氛
”

与 场所
”

我 彳

多的事情 。

第一 ， 位置经营 。 建 的

一种布 ，布局的灵感来

渾打散 ， 建立了

＠精确而固化的

ｉ部之间的相互影

Ｉ终确定每一处场

页 目前前后后大概

＾ 布局的变化 、 方

模糊之间的游戏。

村落和寺庙建筑

ｈ的生长性 、 整体

性 。 村子里的房子是谓拟的 ， 但每个又都

因为具体的条件和需求不一样 ， 像是生长

建筑
。 我们选择了村落化的布局——几组台地

上的 房子 ， 围绕着小丘 。 这样松散围合的布局

带来ｉｒ
“些冗余的 、 未被精确定义的空间 ， 有了许

Ｖ
ｒ＼

＼
＼ ＶＫＭ

論麵 、 透气的地方 。

的工作
， ，

？好处也泺常

与 －然＾话 ，
并旦 ， 因为

关性恰好化解了必然会出现的
＇

大

设计的过程本身也是房子的生长

冶 ？ 屋宇篇 》 中提到的 ，

“

相地
”

与

房子的位置 、
功能及周边环境的ｋ余^

结果 ， 这个结果是与木结构的结构
－起断喊卜次次體中 ， 我ｒ

ｉ夸
坡 、 双坡 ： 各 自 的特性 ：

单 显的
：

向 ， 可以 远山的前景并ａ

双坡具有两 面
％ 可以用来组织

、秦填
１

山墙面又 他建筑
；
四坡 的

^

气场强大 ，释＾乎唤着属干自己 ｅ４－片
一个结构开４ａｒＦ ：ｔｆｅ进行谋变 ： 是否鱗要檐ＴｔｅＡｌＳ



需要营造多深的檐下
，
是否需要去掉角部的柱子来

营造连续的空间 ，
这些都是房子在生长过程中需要

回应的各种诉求 。

第三是体验设计 。 设计本质上是在设计体验 ，

形式是其中的
一部分 ， 房子 、 景观、 设施构成场所 ，

而场所是为了体验 。 我们把自 己变成使用者
——游

客 、 住店的客人和运营者。
我们的设计在两组视点

中交织进行一屋檐下的人看出去 ， 庭院里的人望

过來 。 在
一次次出入 、 停留 、 行走的经历中 ， 观景

的同时也成为景观。

冯仕达的 《 谋与变 》 中说 ：

“

谋与变
，
其实是从

人的活动 、 感受 、 视线的角度去谈建筑营造的 ， 所

以和近代建筑学在环境中谈建筑尺度和朝向等有根

本不同 。

”

完成这个房子后 ，读到冯老师的这段文字 ，

感触很深 ，
可以相互印 证 。

第四是在地建筑 。 这个项 目从设计到建成过程

很长 ，
设计期间

一

直在不断进行迭代 。 多相与业主
一起 ，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确定建筑设计 ，

一起探讨

生活 ， 建立共识 ， 追寻合适的气质 。 我们与业主持

续而平等的沟通 ， 使得这个房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甲

乙方共同创造的东西。 它不是
一个随便移植来的东

西
，
也不是建筑师孤芳 自赏的

“

作品
”

。 它有属于北

方 、 属于山东的气质 ， 也有这块土地想要的面向未

来的精神气质 。

因为场地条件复杂 ，
原始资料不够完整和严密 ，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 ，
全程驻场非常必

要
，
在过程中充满碰撞 、 优化 、 迭代 、 变更 ， 有大

量的现场判断和现场调整 ， 许多难忘的设计决定是

在现场完成的 。 在这样的工作方法下 ，
最终的结果

会呈现出不太常规的幵放 、 流动和丰富性 ， 和我们
一

直作为学习和参考对象的范例 （ 民居与寺庙建筑 ）

有了些许相似之处 ， 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在地化的朴

素实践 ， 而不完全是封闭和精致的头脑产物 。 最终
，

这样的设计的确显现了
一些我们喜爱的健康 、 正常

之美 。 由此 ， 产生了 一种难以言表的整体性 ，

一种

随着时间逐渐展幵 、 需要亲 自体验才能感受到的整

体性 。

最后说
一

点心得 ，
以前我们会不 自觉地用建筑

这个框去思考生活 ， 束缚很多 ， 愤怒很多 ， 在这个

房子之后 ，
很多东西放下了 ， 自 由了 些 。 在生活中

去思考建筑是很有意思的发现性视角 ， 这确实是
一

次解放 。
□ （ 图片来源 ： 多相工作室 ； 摄影 ： 孙 ｒ

Ａｒａ ｎｙａ Ｆｏ ｒｕｍ ：

＂

Ａｒｃｈ 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ｅ ：

Ｆ ｒｏｍＥｖｅｒｙｏｎ ｅ，

ｆｏ ｒＥｖｅｒ

ｙ
ｏｎ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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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物工作营 ：

一

种
“

范
’

鲁安东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关于
“

范
”

， 我讲
一

下 ２０ １ ５ 年我 、 冯路和窦平

平做的
一个

“

格物工作营
”

。

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出发 ： 通常建筑师在做
一

个项 目的时候 ， 是针对性地做一个
一

次性完成的

任务 ；
而在我们看来比较有趣的建筑师 ， 他面临的

矛盾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的任务之间保持思考的连

续性。 这个可能跟
“

范
”

（
ｓ ｔ

ｙ ｌ
ｅ） 的主题有关——

它既是一种语言 ， 也是
一种更复杂的事情 。

我们当时想到了两个概念 。

一

个是建筑师的若

干个项 目 （ ｐ ｒｏ
ｊ

ｅｃ ｔ ） 合起来其实是一个
“

大
”

项

目
（ ｍｅｇ ａ－ｐ ｒｏ

ｊ

ｅｃｔ
） ， 也就是说

一组小的事情共同

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试验
。 在若干个

“

大
”

项 目 背后
，

有没有可能以另外
一个形式

，
让不同建筑师的知识

和探索方式可以合成一个更具体化的讨论 ， 所以就

墨设计－个形式 ， 我们＾：为
“

元项 目

ｐｒｏ
ｊ

ｅｃ ｔ）０ 这个形式不尉旨翻 丨＿財 ．

于机制的设计 。 这个形式是
－

个工作营 。 发明－

１０个平行的工作是很觀的
，
所以 接 １

１ ０ 个不同背細人
，
插筑师 、 历史学家 、 个人背｜

策展人等等。 Ｓ
了麵麵人之外

，
我们觀 每个人者

讨论尽可能的多元 ，
所以除了参加格物工作营的人

之外 ，＃们还邀请了很多参加讨论的人。
整体来说

ｖ

希望 ？＾个事情里面 ， 多种角色的思想交换共同构 ；

成一个 索建筑背后机制的实验
。

接ｆ来我们需要去区分 两种事——建筑师长

期探索的事和面向这个场地或者这个任务一次性的

事 。 为了做到 区分 ， 我侧要求所有参加人先告知并

向我们证明他长期 并研究的一个问题 。 等所有

人的问题收集齐了 ：

，

丨

『
我们再告诉他这次做什么 、 用

场地之后就不能再改动他之前提

个廳 为了職釣＃＿丨这次的任

＾
■发明一个新概

＾

乂
Ｗ 接下細 个场地 。 勸这 １ ０

＾

个人韻完全不鼠
＇

须姻－个场地 ， 让

每个人都能做 的工作 终选择了一块空地。

一个虚空 （ ｖ ｏ
ｉｄ ） 是最 性的 。 但它不是一

个简 单的空地 ， 而是以南京 墙为背景。 这块

空地其实在历史上很重要 ， 它 文化信息很

下来所有人都要提前来考察场逃 他曰

经 念了 ， 麵告诉他馳 ， 他考
地 。 每次不同的人来看场地 ， 我为他

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
。 因为我觉得他们第一

所以怎样走进去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判断 。 有



回应我的预设 ， 有的人会跟我预期的不太
一样

。

设计这么复杂的规则是为什么呢 ？ 我觉得很重

要的是要让建筑师必须同时思考 ３ 件事情 。 第
一

就

是他长期关注的概念 。 第二 ， 面对这样
一块城市空

地
，
不管怎么样 ，

你都需要对这个空地提供
一

种认

识
， 所以这块地本身的复杂性 、 历史性 、 城市性和

空间尺度都会成为
一个巨大的难度 。 第三 ， 因为我

们整个工作营
一幵始就告诉大家叫

“

格物
”

， 但是我

们没有解释什么叫
“

格物
”

，
他必须去想怎么理解

“

格

物
”

。 所以我说
“

歧路亡羊
”

， 把建筑师放在
一

个三

岔路口 ，
你不得不去寻找方向 ， 这是一种对智力的

挑战 。 场地在概念推进中很重要 ， 所以你会看到每

一

个人去思考和推进思考的方式的不同 ，
场地有没

有起到作用 、 格物有没有起到作用 、 在现场的发现

有没有起到作用 。

２

总体来说
，
首先我们想鼓励

一种以个人为单位进

行建筑思考的方式 。 我觉得这是当代的
一

种趋势 。 过

去我们是用
一

个总体的知识在不同的地方去实践 ，
而

今天我会更希望每个建筑师承担起
一个小的 、

微循环

的工作——他把本地的 （ ｌ
ｏｃａ

ｌ ） 经验不断地自下而上

地反馈到建筑学里来 。 所以建筑学知识的积累不再是
一个总体的话语 （ ｄｉｓｃｏｕｒ ｓｅ）

，
而是一个个的啊本在

不断地把本地的东西反馈到建筑学里面的一个自下而

上的途径 。 这是我对于整个设计研究的理解。

第二个 就是 关于实践 （
Ｐｒ ａｘ ｉ ｓ ） 这个概 念 。

Ｐｒａ ｘ ｉｓ 和 Ｐｒａ ｃｔｉｃｅ 是不一样的 。 我们常常把所有的

行动都叫实践 ，
其实不是的 ， 只有对理论的执行和

推进才能叫实践。 建筑师不再是每
一次在

一个任务

中针对性地做
一个完美的解答 ， 而是有一个更长期

的线索
。
他在具体的项 目中 当然要去完成具体的任

务 ，
但是同时通过对项 目的参与提供

一

个反思的契

机 ， 对于他的长期线索来说 ，
这一次的实践构成 了

一种论证性的和测试性的作用 。 所以他的这
一次设

计任务
， 才有可能构成他自 己认识的累积和变化 。

这是我理解的实践 。

３

回到这次研讨的大命题
——

“

范
”

（ ｓ ｔ
ｙ

ｌ ｅ ）。 因

为我们经常会认为
“

ｓ ｔｙ ｌ ｅ

”

是一种可识别的形式 ，

所以它经常会联系到
一

种感知的或者是表达性的语

言方面去 。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
“

ｓｔｙ
ｌ ｅ

”

更重要的是

一

种个人的工作机制 ， 也就是说如何在具体的项 目

之间
，
不仅仅去保持视觉上的或者建筑语言的连续

性 ， 而是保持
一种思考的连续性 ， 可能才是一个真

正当代的
“

ｓｔ
ｙ ｌｅ

”

。 口

１
“

格物工作营
”

参加人来源地 ： 红色字母为格

物人 ， 灰色数字为讨论人

２
“

格物工作营
”

时间表 ： 构想 ２ ０１ ４ ． １ ０
， 工作营

２０１ ５ ．７ ， 英国展览２０ １ ５． １ １ ， 中国展览２ ０ １６ ． ３

３ 鲁 安东召 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Ｄ ｅ ｓ
ｉｇ
ｎＲ ｅｓ ｅ ａ ｒ ｃ ｈ

ｉｎ

Ａｌｔｅｒ ｎ 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ｘ ｔｓ展览及工作坊海报

４
“

格物工作营
”

场地 ： 南京门西花露岗

５
“

格物工作营
＂

成果 ？

？ 概念小册子 （
Ｐａｍ

ｐ
ｈ ｌ ｅｔ

）

ＡｒａｎｙａＦｏ ｒｕｍ ：

＂

Ａｒ ｃｈ ｉ ｔ ｅ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Ｅｖｅｒ
ｙ
ｏｎ ｅ

，
ｆｏ ｒ 

Ｅｖｅ ｒｙｏｎｅ
＂

ＷＡ２０１ ８／０１４ ３



“

集体居住
”

的设想——回应建筑新范式

ＭＥＴＡ－工作室 、 ＭＥＴＡ－跨界研究院创始人

此前听说
“

范
”

这个题 目 的时候
，
我其实也先 预设的原型 ， 如此

，
可以将思考提前到设计工作展

往
“

范式转换
”

的方面去想了 ， 首先想到的是荷兰 开之前 ， 而这种思考本身就是通过多年持续对自 身

风格主义运动的风格派 （ Ｄ ｅＳ ｔ ｉ
ｊ
ｌ

） ，
这一概念在刚 感兴趣的城ｐ 

／ 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所积累下来的 。

出现的时候 ，
也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转换對实學的在城市化的主题下 ， 我们开始关注集体居住

方式 。 所 以对应题中之
“

范
”

的英文是 ｓ ｔ
ｙ ｌ
ｅ

，
也 、

．（＾＾
ｌ ｌ
ｅ ｃｔ ｉｖｅ

－

ｔｉ ｖ ｉｎｇ ） 这
一

议题 。 回到一个非常ｆ
没有什么问题 ，

在当年风格派被提出 的时候 ，
它本 会问题 卩筒子楼的居住状况 。 这种在北ｑ

身也是一种构成范式的方法。过去的几十年之
丨

奇埽成的
一种集体居住的现状 ，

我认为 ， 建筑师的工作 ， 可以被理解为
一

系列 们都有经验。 我们选择了几栋楼进行调研。

的操作 ，
这种操作有

一

个基本的程序 。 通常情况下 ，第
一

个调研 目标是建设部大院宿舍的
一

栋楼 ，

当我们接到一个项 目 ， 应该在具备预设的前提下对 最早此楼是单身公寓 ， 但随着时间的演变 ， 它发生

部分主题进行阐释 。 然后 ， 提供一个作为回应的 、 解了比较有趣的变化 。 调研过程中 ， 我们发现 ， 它是

决方案式的方法的设计 。 但是
，
随着理解和实践的 一个从顶层到底层的不同纵向的发展 ， 是一个多层

深入 ， 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 是否可以尝试用 次的现实 。

空余时间建立一种新的程序 ， 通过一系列具有主体第二个调研目 标是我们原来工作室附近的段＃
性思想的研究活动

，
逐渐将其转化到

一个产生
“

原型
”

瑞执政府旧址的
一栋老楼 。 此楼原本是一座者掘

１

＾＿
／

（ ｐ ｒ ｏ ｔｏ ｔ
ｙｐｅ ） 的过程

， 即将研究得到的认识或知识馆 ，
有一个很好的公共外廊 ， 但是逐渐变威ｂ个，

生产 ， 打包变成原型 ， 并以这些原型为基础
，

提前 居住的混杂体以后
，
外围加建了很多外阻台 。 原＜

做好准备 。 当项 目任务下达 ， 就可以尝试实现这些 这栋楼的私用属性和公用性截然分明 ， 但现在它的

身也是一种构成范式的方法。

我认为 ， 建筑师的工作 ， 可以被理解为
一

系列

的操作 ，
这种操作有

一

个基本的程序 。 通常情况下 ，

当我们接到一个项 目 ， 应该在具备预设的前提下对

部分主题进行阐释 。 然后 ， 提供一个作为回应的 、 解

决方案式的方法的设计 。 但是
，
随着理解和实践的

深入 ， 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 是否可以尝试用

空余时间建立一种新的程序 ， 通过一系列具有主体

性思想的研究活动
，
逐渐将其转化到

一个产生
“

原型
”

（ ｐ ｒ ｏ ｔｏ ｔ
ｙｐｅ ） 的过程

， 即将研究得到的认识或知识

生产 ， 打包变成原型 ， 并以这些原型为基础
，

提前

做好准备 。 当项 目任务下达 ， 就可以尝试实现这些



公共性和私密性也处在
一个很模糊的状态 。

第三个凋研 目标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
社

会主义大楼
一福绥境大楼 。

一

幵始 ， 这是
一个舒

适的理想 居住模型 ， 但是经过大约 ３０ 年的演变 ，

在原来的公共设施缺乏的情况下 ， 它逐渐也变成了

一

个混杂居住的状态。

我们也对周边城市的现实文化进行了观察 ，
比

如工作室刚搬到西四环之后 ， 我们对附近几个城中

村进行了研究 。

在 当代城市中 ， 这种青年人共同居住的方式 ，

是否可以通过研究产生
一些原型 。

我们进行了
一些

基本的测试 ， 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 我们可能把原

来的标准间 ， 通过进
一

步压缩卧室 ，
把洗手间搬到

外面
，
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 每 两户可以形成

一个

小的公共客厅 。 同时 ， 外廊也可以变成内廊 ， 逐渐

形成叫
“

新邻里
”

的一种共享居住的模式 。

到实际项 目 的时候 ， 通过上述的操作 ， 我们进

一步使其形成
一

个新的原型


种新的 、 共同居

住的模式 。 这种共同居住的模式 ， 其公共性和私密

性相结合的属性 ，
就具有

一个十分丰富的 、
从公 共

性到私密性的灰度的变化 。

我们实际建成的一个项 目 ，
位于吉林的新青年

公社 。 这里有邻里的小的公共客厅空间 。 这个空间

同时也可以以多种形式使用 ， 具有原型的意义。
然

后
， 在这种原型的基础上 ， 这些不同的使用方式

——

洗漱 、 聊天 、 工作、 乃至理发 ，
共同在

一

个空间中

呈现出来 。 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类型

并置 ， 包括一些非常有趣的生活场景 。 而这些场景

平时可能隐藏在房间之中 ， 现在可能被一定程度上

半私密 、 半公用的空间给展示出来了 。

回到这个项 目本身和周边村落的关系 。
这栋楼

的外面设计了
一个篮球场

，
楼里的年轻人和周边社

区的人可以一起打篮球 。 楼的外立面有很多个共享

外阳台 ，
它和内立面有

一个呼应
， 像城市街道的关

系 。 楼和周围山体也有联系 ， 靠近道路一侧有几个

连续的下沉院落 ，
这些院落成为室内外联通的活动

空间 ， 不管冬天 、 夏天 ， 孩子们都可以在这个院子

里面玩耍。

最后 ， 我们认为 ， 从城市研究出发 ， 到设计原型 ，

再到怎么把原型运用到实践中 ， 最终通过实践把这种

从城市中学来的 、 具有 当代生活价值的内容 ， 体现到
一

个项 目之中 ， 这也是我们对建筑新笵式的回应 。 口

座 ｍ
“

标间
”

一集体居住模式
“

新邻里
＂

一 共享居住模式

“

筒子楼
”

集体宿舍模式

备

■ ■ ■ｔ 麄 面 ■

一

霞
■

麄 麄
．

ｒ ｒ ｒ ｒ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ｒ ｒ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四层平面

折一为四 ， 以廊 、 桥 、 转 角ＢｒｍＴｆＶＬＪ
■

ｒ ｒ ｒ ｒ ｒ ｐ ｐ ｒ ｒ ｒ ｐ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ｒ 开放空间重构公 共流线Ｉｍ ｉ ｉ ｉｉ ．

ｆ

ｉｘｎｏｉｎ
＊ ． 

Ｊ■ Ｊｒ

■

＇

■ ＊

ｒ ｒ ｒｒ ｒ ｒ ｉ

三层平面

ｒ ｒ ｒｒ ｒ ｒ ｒｎ ■＞ ＞ ，

由转 角幵放空间扩展出室外阳 台

采用
＂

新邻里
＂

共享居住模式 ， 并增加中庭

房间■洗手间 室外公共空间 全楼公共空间 ■ 公共交通空 间■ 邻里共享空间

二层平面

１ 项 目阔研之
一

： 建设部大院宿舍

２ 集体居住

３ 共享居住模式演化

４新青年公社 ： 中庭内立面及住户的曰常

５ 新青年公社 ： 从篮球场看东立面

（
４ ． ５ 摄影 ： 方淳 ， 陈溯 ）

Ａｒａｎｙ
ａ
Ｆｏ ｒｕｍ

：

＂

Ａｒｃｈ ｉ ｔｅ ｃ ｔｕｒｅ ：Ｆ ｒｏｍＥｖｅ ｒ
ｙ
ｏｎｅ

，
ｆｏ ｒ


Ｅｖｅ ｒｙｏｎｅ

＂

ＷＡ ２０１ ８／０ １４５



欲望 ， ／ 最

来的



ｆ，

自 己贪吃 、
好色 （

基

以及要跟各位师兄

：明 自己存在＞。 第

Ｆ反省 ， 就是人渣 。

． 自
，

己不足的地方 。

＿

基本的欲望是生

各种表现形式 。

似乎是伪善的 。
丨

于生存发展出来 丨

弟争长短的名利

二步是要反省 ， ：

第四 ， 要建立给自己前进的评判标杆 。

；

第五 ， 粟用

ｓ新的范式籴ａ构卓己 的思想 。 第六 ， 具备上诉五
？ 点就可以去触动我自己的建筑学了

丨

。

我清楚并 ＿反省我的欲望 ，
．

这＾私人的事就不展

幵了 。 哉用 ＿表创建了建筑学的游标卡尺和创新Ｍ

尺 ： 我把我认为的建筑学的各种可能性都综合在卡

尺表格中 ， 帮助我发现我的创新点在哪里呢？ 是在

结构 、
设备 、 景观上？ 还是在创造性的审美 ，

是生
＇

产工具 、 生产资料 、
生活方法 ， 还是突破建筑学的

极限 。 是在形态上 、建筑化上 、施工阁上等等下功夫
，

＇

还是能够从形＆ 、 窣间 、 色彩 、 肌理 、 材料当中入手 ，

去形成 自己的形式
丨
吾言 创造 自 己的风格

」
创造 自

己的学派 ， 乃室有ｋ靡世养的主义呢 ？ 乏后茬创新
．

的Ｍ尺表格中判断我做的是寧新还是刚性创新 。

．

？可惜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建筑师的工作无非是 ，

文字
．

游戏和形式游戏 ，
偶尔会有冬做点微创新 。 我

悲袁
＿

地觉得 ， 自 己不太指望我能‘做刚性创新 ， 所

以我？？ 力地去创造特殊知识创新 ， 也就是实验室创

新 。 如果这个实验室创新一旦能够成为新的普遍肴

效知识 ， 那就是刚性创新 。 但是如果是已知普遍有

丨着保温杯的油腻中


：

得别人都不油我 ，

：瓷器 ， 所淸 拉拉

ｋ 而东方人ｋ为这
？个西

以不



１ 八分园

２ ．３ 建筑学游标卡尺

４李斌之家

５ 苏州钟书阁

６ 古北壹号



生產工具 （

ｉｎｆ ｉ ｌ

ｌ ．
… １





生產資 料 说 蚪 ＞



我的思考方法 （
勤 學蘑二 ｇ樣 ？翟期＾學

Ｉ

ｉ站爭私 ５Ｓ

— ‘

３

６

效知识再创新 ，
它的生命力和极限是可以看得到的 。

量尺进一步帮助我 自己应该怎么做。

我写 了
一

篇 ３ ０ 万字的关于 中国古代无法实物

考证的建筑历史 ， 在撰写过程中不断矫正 自 己的历

史偏见 ，
比如全球化已经存在于我们以为的闭关锁

国的时代。 我把过去看得清楚
一

点 ，
这样就可以把

未来再看得有趣
一

点。 所以重构思想是看未来 ， 回

顾历史是帮助 自己更好地看未来。

我是通过复杂性这个范式来要重构 自 己的思

想。 目 前建筑学已知的思想范式都已经落伍了 。 你

们看 ， 自 １９８４ 年圣塔菲所建立的复杂性的思维在

如今触发的阿尔法狗 ， 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已经极

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 而我们建筑界 ， 讨论的哲

学家还是拉康和维特根斯坦 ， 能谈到罗兰 ？ 巴特和

福柯 ， 就 已经了不起了 ，
但都是 ３０ 年前的范式了。

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 ， 我们的建筑也在改变 。

如果我们的建筑学思想范式不进行改变的话 ，
我们

的建筑学就会走到尽头 。

我触动建筑学有两个方向 ， 第
一

个是所谓狭义

的建筑学实践 ， 第二个是社会学的推动 。 建筑学实

践先基于建筑互文性 ， 帮助我解脱那种要纯粹
一丝

不挂的创新的幻觉。 其次是类型学 ，

一

种对已知知

识和现象的重新分类 。 通过分类形成设计的上句
，

以引入对偶这种中 国的特有修辞发现作为设计的下

句 ， 这是我建筑学的策略创新 。 在具体的手法上我

关注于材料的半透明性表达和色彩的侵略性陈述 。

我着迷设计当 中展现的即兴 、
偶然和不确定性 ， 避

免落入对永恒 、 稳定 、 光线塑造空间的窠臼 。 我希

望就此发展出我的个人风格。

至于我的社会学实践 ， 是用建筑学作为工具去

推动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 ， 这个计划其实由三部分

组成 ，

一是为卑微的空间设计 ；
第二是为迷失 自 己

人生方向的女孩设计
？

，
第三是为这个城市里没有存

在感的人设计 。

我所介绍的作品基本Ｓ ５是围绕这线索来实践并

呈现的 。 我是建筑师 ， 双子座 ， 即兴
，
不确定 ， 幵

始的时候 ， 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 没有一定之规 。

但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不够美
，

就让我们创造
一个

新的 。 口

空Ｍ

主學 虱 形

義 派 银 式
色彩

卿

成

ｍ

我的密 是 （中 西 人的＊美 ． 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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