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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之都

基于性能的诗意建构

身在城市，心游山水

◆ 南 瑶/文

    山水，中国精神的象征，一种天人

合一的东方人文主义和谐精神。“山水

城市”不是一个新词。1990年，钱学森在
中国传统的山水自然观、天人合一哲学
观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未来城市的构

想。尽管始终缺乏解决现代城市问题的

一套完整思路和可行方案，出于中国人
对山水精神的天然向往，不断吸引着具

有人文情怀的建筑师投身其间。
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德国，并在

2001年就成为德国注册建筑师的余迅
和家人在回到故乡上海后，曾颇花了些

时间来适应这座城市高速紧张的节奏。
思索如何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找到

未来适合的生活方式，“山水建筑”的设
想成为了答案的关键词。“对我来说，生

活的表达可以是诗歌，亦可以为建筑；
可以是山水，亦可为城市。”平时热爱游

冶山水，作诗绘画，建构城市中的诗意

生活方式，是余迅作为建筑师的追求。

请来水乡聊聊天
南翔邻里中心是一个被百米高楼

包围的，“点”式的项目。余迅希望有更

多特殊而有趣的“点”，嵌在现代城市高
楼的网格中。它们不是漂洋过海的布

景，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生
活空间，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帮助人们

找回某些失去的美好。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见天见

地、独门独户成为一种奢侈，以此为原

型的公共建筑更是少见。南翔邻里中心
的设计出发点是“三维空间聚落”，以立

体的方式恢复“间”“院”“街”“巷”的空
间载体，引导人们体味传统江南的氛

围，增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接手项目时，规划条件是做一个四

层楼的公共建筑，显然，条件已经不允
许像传统村落那样疏疏落落地铺开建

单层建筑了，但余迅并不想只是简单从
功能出发，做一个满足使用要求的“现

代盒子”，而是为南翔的市民建造一个

能够充满自然生机和文化情感的空间
载体。

南翔本身具有江南水乡的典型生
长方式，以“间”为基本点，进而形成

“合院”单元，再以重复套接的方式形成
几路几进的宅院，多个宅院又再组合成

聚落。设计时，余迅抓住了做“空中院
落”的灵感，嫁接了水乡城镇的元素，打

造了“三维空间聚落”，将一系列具有江

南民居尺度的院落提升到空中，又在空

中围合成有着传统村落尺度的大院落，
作为人们聚集和交流的空间，通过大台

阶连接到地面，中间设置了几个布满绿
化的空中休息平台。

空中院落的功能是小图书室、老年
人和青少年活动中心、茶室等。在有限

的空间中，团队设计了小巧精致的庭院

景观，重现传统院落的意蕴和氛围。在
空中院落下方布置了带有回廊的大型

功能空间，已有图书馆、社区医疗卫生
中心、健身房、各种社区组织以及咖啡

馆等机构入驻，其形态和尺度也与传统
的“街巷”契合。这样，南翔邻里中心形

成了一个由小院落到大院落、由交流聚
集的空间到街巷空间，由私密到半公共

再到公共的一个过渡的空间序列，其空
间的组织原则和串联逻辑与传统的江

南村落是一致的。三维立体的交织，既
保留了传统的空间尺度，解决了现代城

市在平面用地上的捉襟见肘，又实现了
传统江南聚落肌理的现代的空间转化。

建筑空间在功能之外，是一种人们
对于空间形态、环境氛围的心理体验，

南翔邻里中心在现代建筑的外壳中，强
化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山水精神，

“这与钱学森先生倡导在现代城市文明
条件下，人文形态与自然形态要在建筑

规划设计上巧妙融合是一致的。”余迅
说。

空中石库门里看“山水”

城市生活的环境和节奏，如饮食起
居、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居住环境塑造

着行为方式，经年累月地重复，就会使
人产生行为上的、身体上的乃至精神上

的“习惯”。人具有与山水和自然的一种
天生的亲密感，但也养成了长期居住城

市所造成的生活和社会习惯。如何在两

者间取得一种平衡，或许是当下重兴
“山水城市（建筑）”的意义。

在南翔邻里中心项目中，余迅通过
一个“点状”建筑的实践，尝试恢复作为

传统生活方式的载体的院落和街道空
间。在世博浦西地块的改造的城市设计

中，他在“平面”和“垂直面”的两个维度
中，进一步地接近和解析这一主题，即

如何在高容积率、高密度的现代城市
中，让人们找回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邻里

交往的空间，感受人性化的空间尺度。
在游览黄山时，面对层层叠叠、千

姿百态的奇峰秀石，余迅突然想到，这

些自然的造化竟和城市中高耸入云的

建筑群十分相像。“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对黄山的印象是

由一个个局部空间碎片组合而成的，要
观一座山峰的真实面貌，非登上此峰对

面的另一座山峰从远处观赏不可。所
以，观山也有“远观与近观”的分别。这

种实际经验启发了余迅将“远观”与“近

观”的思考运用到世博浦西地块改造的
城市设计中，尝试打造一座具有上海城

市文脉特征的“城市山水”。
城市和山水一样，在观看时也有

“近观”和“远观”的分别。在尺度上又有

“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别。就像电
影镜头，由远及近，欣赏城市天际线需

要远观，观察城市的丰富性需要中观，
而对城市细节的体验则需要微观。这个

项目的设计概念既称为“城市山水”，便
有要在城市中造“山峦”之境的寓意。由

于世博会浦西地块临着黄浦江，将项目

中高层建筑群在宏观层面打造成仿佛
层叠的山峦一般，但对于身处建筑群腹

地的居住者，则如居于谷中，自己并无
法观“城市山水”之全貌。为了补偿居

住者的心理体验，余迅把重点放在“近
观”上。在高层建筑之间的空地中，团队

打造了具有上海老里弄风格的商业街
和文创基地，让人们在高层建筑的

“谷”中感受不到宏观层面大体量的百
米高楼的压迫感，而是在中观和微观层

面体验具有人性化尺度的街道和里弄
空间，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

的习惯。
在高层建筑中的第三个垂直维度，

作为整片建筑的亮点，余迅引入了上海

里弄庭院的概念，称之为“空中的石库
门”，借用上海传统建筑意象，来打破现

代社区鸽子笼“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
方式，构建邻里公共空间。

今日的山水建筑不是复古，建筑师
对于传统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在空间

尺度的还原，是对现代主义非人性化尺
度、单调乏味和布景泛滥的城市弊端的

一种更正，是力图超越技术层面的各种
概念，去追求人和自然之间精神性的所

在。将诗意带入城市，在高密度、快节奏
的区域重构建筑和环境的共生关系，创

造具有情感性和归属感的未来山水意
境，是那些和余迅一样怀有山水情怀的

建筑师的共同追求。

■ 高密度城市中的“山水”

■ 人性化尺度的

街道和里弄空间

■ 空中石库门

■ 山水的近观（余迅习作）

■ 百米高楼包围下的记忆

■ 见天见地、独门独户

■ 传统聚落的现代的空间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