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洛阳 国花园
一

、 二 、 三号宅设计采用了极少主义的形式语言和工业材料 ， 力求实事求是地对场

地 、 自然要素和 日 常生活进行干预和组织 。 建筑采取了最低限度的表现 ， 使其与场地中的 自然环境相协

调 。 设计中采用了基本的空间形式原型 ， 尝试在建筑中体现 曰常的视觉和身体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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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设计

洛阳 国花园改造设计开始于 ２ ０ １ ４年初 。 这个

花园位于洛阳北郊邙山
，
建于 ２ ０ ００年 ， 是洛阳最

早的牡丹园 。 花园每年４月份牡丹花开期间对公众

开放 ，
其余时间关闭 。 业主希望在园 内建几栋小型

建筑供 日常运营 、 朋友聚会和举办艺术活动使用 ，

＜旦并没有很具体的想法 。

在之后将近
一

年的时间里 ， 建筑师和业主
一

起

对建筑应该包含哪些功能 、 规模多大以及建在园中

［作者单位 ］ 华 南理工 大学建筑学 院 （ 广 州 ，
５ １ ０６ ４ １  ）

什么位置进行了反复讨论与比较 ， 最终选择在花园

西端的室外敞廊北侧建造
一

个茶室和
＿

个画廊
１

。 这

两栋建筑采用了最简单的混凝土空心蝴块和型钢作为

主要建筑材料 ，
離形式也采用最简单的娜平面 。

２ ０ １ ５年夏天 ，
经过讨论后

，
业主决定在敞廊

南边的花圃 中建造另外三栋小房子 ，
分别取名 为

―

、 二 、 三号宅 。 设计开始时只是根据场地情况和

地块尺寸确定了位置和建筑体量 ， 没有详细的功能

要求和房间数量 。 随后建筑师通过草图不断与业主

沟通 ，
逐渐确定了每个建筑单体的详细方案 。

１ 全景

２ 洛阳国花园总平面

４８５／２０ １ ９ 新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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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功能 、 布局与材料的确定

三栋建筑中最先确定的是一号宅 。 业主希望这

栋建筑承担接待 、 小型聚会和文化活动功能 。 经过

研究后决定把建筑放在花圃相对中间的位置 ， 北侧

尽量贴近原有的敞廊 。 建筑层数为二层 ， 平面尺寸

为 １ ６ ． ８ｍ ｘ
 １ ４ ． ４ｍ 。 在

一

号宅东侧同样靠近北侧

敞廊的位置设计了二号宅 。 这栋建筑只有两个单独

的房间及楼梯 、 卫生间等辅助空间 ， 类似于建筑小

品 。 建筑高度虽然也是二层 ， 但较低的层高使得建

筑体量与附近的雪松 、 牡丹等自然景物相互映衬 。

三号宅位于花圃的最西端 ， 由四个并列的二层套房

组成 。 平面为长条形 ， 可遮挡花园西端比较简陋的

门面房 ， 同时也形成这组建筑的西侧边界和背景 。

一

号宅与二号宅之间的室外空间设计为休憩空间 ，

种植竹子和其他花卉灌木 ， 结合花园的蓄水功能设

计水池和露台 。

在确定每栋建筑的功能 、 体量和位置后 ，
建筑

师与业主也对建筑的结构 、 材料和空间形态进行了

讨论 ， 决定沿用画廊和茶室的材料 、 结构形式及类

似的简单几何形态 ，
并在立面设计中尽可能真实地表

达结构关系和材料构成 。 以下是设计过程中围绕建筑

场地 、 尺度等问题对空间布局和结构 、 材料的处理 。

１一号宅

一

号宅采用矩形平面 ， 用方钢和 Ｈ型钢作为主

要结构框架 ， 铝板和玻璃为外墙材料 。 层平面主

空 间 为客厅 ， 服务空间包括厨房 、 卫生间和设备

间 。

一

层周边为外廊 。 由于建筑北侧退到花圃边缘的

雪松林中 ，
北侧的外廊宽度扩大

一

（咅 ， 形成半室外的

敞厅 ， 可提供户外活动和休闲空间 。 二层布置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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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 ， 平面为风车型 ， 房间立面大部分采用玻璃 ，
长

向朝向不同方向 ， 为房间提供不同视野和景观 。

建筑的外立面中裸露的钢架及玻璃 、 铝板填充

墙真实清晰地表达了结构和材料的关系 。 室内没有

作多余的装饰处理 ， 室内空间结构骨架和填充墙的

构造关系也直接表现出来 。 压型钢板底面直接裸露

在屋顶 。 梁和柱子连接的节点也没有任何装饰 。

２ 二号宅

二号宅位于花圃北侧与雪松林隔离带的交界

处 。 由于位置的特殊性 ， 它的平面分成相同的两部

分 ， 中间的缝隙保留了原来场地中的两棵雪松 ， 同

时入口也设在缝隙两侧内立面的中间位置 。

建筑外侧立面为用混凝土空心砌块围合而成的

完全封闭的实墙 ， 中间缝隙两侧立面由钢框架和铝

合金窗填充组成 ， 由此形成强烈的围合感 ， 同时在

视觉上形成空间开放与封闭的冲突和模糊性 ， 使这

个缝隙成为建筑真正的核心 。

室内钢梯为两跑折返梯 ， 采用了最简单的形式 。

休息平台则采用软连接的方式 ， 用四根钢绞线悬吊在

结构钢架上 。 当人走在楼梯上时会产生晃动 。 这种身

体不稳定的感觉强化了空间中的重力和运动体验 ， 使

人更直观地认识１ １

」楼梯与墙体之间的分离关系 。

３ 三号宅

三号宅 由 四个重复单元组成 ，
由于并没有确

定将来是作为办公还是居住使用 ， 因此只能通过设

计上
一

系列空间关系的操作来确立建筑的平面和剖

面 。 每个单元两层 ，
上下各有

一

个房间 。 单元的核

心是
一

个方形的天井 。 天井既提供了 内部的采光通

风
，
也形成内 向的空间格局 。 楼梯围绕天井布置 ，

并故意缩窄宽度 ， 与
一

、 二层空间形成明暗和宽窄

的对比 。 从室外进入室内要经过两个过渡空间 ， 转

１ ８０
°

 〇 在室外通过
一

个类似传统民居中的影壁围合

的空间 ， 转９０
°

进入
一

＾方形的小厅 。 厅的顶部开有

方形洞口 ， 雨雪可以进入 。 再转９０
°

进入
一

层房间 。

希望通过这样冗余的设计取得小中见大的效果 。

作为这组建筑的
“

背景
”

，
三号宅的立面处理

得非常简单 。 建筑墙体同样采用不做外饰面的混凝

土空心砌块
，
墙上只开了非常简单的方形窗洞 。

三 人工的 自 然

本项 目 建造的初衷主要不是 出于商业盈利 目

的 。 如前所述 ，
业主在设计之初并不非常清楚要做

一

个什么样的建筑 ， 只是想探讨
一种不同于当下城

市环境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空间 。 这也代表了中国新

兴中产阶层的文化诉求 。 这个项 目很大程度上是靠

业主和建筑师的共同价值观和审美上的共识 ， 以设计

为研究手段推动的 ， 因此既具有典型性又有特殊性 。

由于这样的状态 ，
本项 目没有像

一

般的群体建筑

设计那样先做总体规划 ， 确定
一

个总平面图 ， 而是每

个单体臟式地设计 ，

一

步步形成最终的建筑布局 。

本项 目 的场地也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 花园是人

工和 自然并存的场所 。 自古以来 ， 花园既是城市的

对立面 ， 也是城市不可缺少的要素 。 现代的花园意

味着被技术控制的 自然 ，
也即人工化的 自然 。 随着

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对 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征服 ， 纯粹

的 自然已经不存在了 。 花园和园林的象征价值也早

已经丧失 。 因此采用模拟自然的方式或者维持古典

的符号体系无异于文化上的 自欺欺人 。 本设计在营

５０５ ／２０ １ ９ 新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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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城市脱离的生活空间的同时 ， 在建筑布局上保

持建筑与 自然元素的独立 ，
避免用模拟 自然的形态

或者有机的建筑形式来处理建筑与自然的关系 。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材料的选择 。 同样从现

代文化角度看 ， 选用原始的土 、 木 、 石头这
一

类看

上去 自然的材料来表现文化与 自然的和谐恰恰是个

伪命题 。 这种操作掩盖了现代世界人工与 自然关系

的基本事实 ，
是 种虚假的表现 。 现代的人工材料

反而更具有真实性Ｗ 。

四 极简与极少主义的 回 归

决定一个建筑最重要的因素是采用什么样的材

料建造 。 本项 目的设计在考虑了建造成本和当地的

建造水准后 ， 决定选用最简单的混凝土砌块和型钢

作为建造材料 。 相信面对这样的情况 ， 大多数建筑

师都会作出类似的选择 。 这种基于现实条件制约的

材料选择决定了设计的走向 。

与材料相对应 ， 设计采用了极少主义的语言形

式 ， 以保持建筑在花园中的谦逊低调 ， 不要凌驾于

自然环境之上 。 笔者
一直认为 ，

建筑形式变得简单

以后
，
人更容易专注于身体感觉和周围环境 。

与此 同时 ， 本设计也对
一些建筑的核心问题

进行了探讨 。 以二号宅为例 ，
这个小尺度建筑单体

采用了方形平面 ， 回归到最简单的几何形态 。 这种

形态摒弃了任何象征性表达以及与传统的关联 ， 是

作为建筑空间基础的物质形态最直接的呈现 。 建筑

的表达在最基本的经验上展开 。 中间缝隙传达出分

割 、 联系和相邻这些基本的关系 ， 其中悬挂的楼梯

把身体感知拉回到空间体验中 ， 使建筑回归具象和

日 常经验 。 同时这个剖开的立方体也是对
一些现代

建筑的先例和经典的致敬 ， 特别是莫雷蒂的罗马向

日葵公寓 ：

２
］

和尼迈耶的巴西利亚秘书处大厦
［

３
］

。

一

号宅的设计采用了外廊的形式 。 这是东西方建筑和

全世界各个地域都广泛存在的建筑形式 ，
堪称最古

老的建筑形制 ，
也是 种空间原型 ［

４
］

。

五 结语

洛阳 国花 园三个小房子的设计在现实条件的

约束下 ，
对建筑中的材料 、 形式问题 ， 建筑与 自然

的关系和视觉外的设计因素进行了探讨 。 这个项 目

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建筑实践中美学和社会价值

之间的关系 。 尽管中国建筑师面对的现实问题非常

多 ， 在设计实践中常常要关注和参与相关的各个领

域比如施工 、 材料等操作
，
导致周期变得很长 。 但

我们不应该只是施展各种权宜之计 ， 放弃建筑学本

身的 目标 。 对于在文化礼仪混乱 、 价值缺失的社会

中 ， 建筑该怎样进行表达 ， 或者是否需要表达自身

之外的意义 ， 本设计进行了
一

次实验气 □

图片来源 ： 图 １
，４ ，６ ８

，１ ２
—

１ ４由陈溯拍摄 ； 图

２
，３ ，５ ，９ ， １ ０

， １ ５由设计单位图岸工作室提供 ； 图 １ １ 由

作者拍摄 ； 图 １ ６引 自参考文献
［

４
］

； 图 １ ７引 自参考文献
［
２

］
；

图 １ ８引 自参考文献冈 ； 图 １ ９引 自参考文献 ［

１
］
。

注释

① 洛阳国花园茶室和画廊设计详见 《世界建筑 》 ２０ １ ６年第２

期第 １ １ ２页 《树林中的茶室和画廊 》 ， 以及有方空间２０ １ ６

年３月 １ ０日建筑新作栏目 《牡丹亭外 ， 明暗两章 》 。

ｆ 关于建筑与现实关系的认识 ， 参见 ： 朱亦民 ， 《 后激进

时代的建筑笔记 》 ，

２０ １ ８年 ， 第 １ ９５
－

１ ９７页 。

１ ６ 阿尔忒弥斯神庙公元 １ ５０年的复原平面 （ 麦格尼西亚 ）

１ ７ 罗马向 日葵公寓 （ 莫雷蒂 ）

１ ８ 巴西利亚秘书处大厦 （ 尼迈耶 ）

１ ９ 皮斯托亚塞拉公园的巨石装置 （ 理查德 ？ 塞拉 ）

新作视窗新建筑 ？

Ｎ ＥＷ ＡＲＣＨ ＴＥＣＴＵ Ｒ Ｅ ５ ／２０ １ ９５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