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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圆百姓家装设计梦既难又不难———

关于家的设计是每
个人都关心的话题。生
活美学从来不是课本上
的枯燥文字，也不是设
计师脑袋中“方案模板”
的组合堆砌，而是生活
细节里的一碗饭、一口
茶。理想之家的设计要
以人为本，贵在“走心”。

———编者

打造理想之家，贵在“走心”
◆ 琳 恩

    播了八季的设计真人秀《梦想改造家》

又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但这一次，和之前几
期节目成功塑造“设计暖男”“科普设计概

念”而引起轰动的情况完全不同。设计师为
西北农村老汉圆梦“量身定制”的“二十个人

的空巢之家”遭到网友吐槽，被指“翻车”。这
次改造是否成功，只有用户才能评判，这里

暂且不提，仅从节目引起的舆论风波来看，

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每个人都有对理想之家
的向往，有用设计改善生活的真实需求。

随着设计理念逐渐普及，有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设计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渠道的学

习和观察，也能对专业的设计手法点评一

二，设计私宅的工作似乎越来越有挑战性
了。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每个人心中的理想之家都不相同，
所谓千家千面，然而，不少设计师成功实现

了诸多高难度的改造设计，完成了“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他们凭借的不只是“硬核”的

专业实力，更是因为他们深入了解委托人的

日常生活，从中提取出委托人的真实需求，
并在作品中释放出“走心”的善意和体贴。

“做减法，接地气”

“最失败的家，是设计师按照自己拍脑
袋的想象来设计。”用建筑师王涛的话来说，

家的设计完全不同于酒店等商业性场所有

所谓的“逻辑”。设计师拿出诸如肌理感、结
构与解构、建筑的国际视野与前瞻性等一套

高级、漂亮又有逻辑的话，或许能打动、说服

商业场所的设计委托人，但是，再完美的词
汇和话语都无法替代百姓日常实际所需。

在打造自家私宅时，王涛对家人的实际

需求做了诸多探索，运用“做减法”的方式，
有意识地控制住了“表达欲”，根据家人的生

活习惯来布置，力求舒服合适。“家的设计，
无论房屋是怎么样的，都应该是真实的、不

装腔作势的、清淡而有力的，有光影的。”做
了二十多年酒店设计项目，擅长各种花式商

业设计手法的王涛为妻子打造宅邸，除了在

采光布局上有所讲究，部分内部装饰是他用
当地回收材料手工制作之外，看不出更多用

力设计的痕迹。平淡充满烟火气的宅邸，令
人咋舌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王涛对居住的真实需求的探索

和“做减法”的过程，是设计师创造令人满意
的私宅设计的“必修课”。比如，设计师孙华

锋榫卯重塑成都百年“穿斗”老宅时，更多的
不是考虑如何表达“以现代融入传统”的设

计语言，而是把精力放在研究当地的天气和
委托人一家的生活习惯上。他的团队不仅在

餐厅里设计了能满足 14人一起涮火锅的大

餐桌，还根据老奶奶喜欢手洗衣服的习惯，
定制了带洗衣功能的洗漱台。甚至连老奶奶

身边的猫都得到了设计团队的关照———在
门上设计了专供小猫进出的猫洞。真正打动

人心的，并非设计师运用了多么高级的设计
手法，而是他们尊重老人的需求。为了尽可

能不改变老人原有的生活状态，连床的位置
方向都按照老人的习惯来。

知名“设计暖男”王平仲，则在爆改“纸
片楼”时，不仅照顾到了委托人的猫咪，更是

考虑到委托人家庭中每一位成员的需要。尖
角的逼仄空间里，他利用挑高，为委托人的

女儿在二层阁楼处开辟了卧室，并且制作了
可收缩门板，确保其居住的隐私。不仅如此，

他还充分开发“死角”的空间价值，为女儿的
卧室添置了独立的卫生间，用专业技能和从

心底释放出的暖意体贴，为居住者找回了尊
严和生活美感。

“设计师不是艺术家，是替委托人解决
实际问题的，”用设计师丁伟的话来说，设计

私宅，就要紧扣委托人的日常所需，经不起
日常生活的考验，再高级、再前卫的设计也

只是“看上去很美”。

“身有所安，心有所系”

也有人分析过，像西北老汉老杜这样
的委托人，看上去也许是最好的甲方，但也

可能是“最坏”的甲方。他们不会像网红博主

那样，有能力列出条理清晰的改造需求。他

们在和设计师沟通的过程中，通常只能口头
表达朴素的心愿：“和孩子住在一起。”“能住

就行。”寥寥数语，却又包含了对设计作品的
无限期待。

设计师无法“按图索骥”，只有用心揣
摩，才能发现委托人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设计师爆改成功。

设计师章明为 93岁退伍老兵张卷进行
的“十五天限时改建”是其中的典型。张卷在

表达诉求时只说了一句：“收拾收拾，不漏就
行。”章明并没有因为委托人的“低要求”而

掉以轻心，也没有被委托人的少言寡语而难
倒。通过观察，他敏锐地洞察到，解决潮湿漏

雨问题和适老化改建是改造设计的核心。
尊重老人的审美，章明选择保留房屋的

夯土墙和青瓦屋顶。但他在五十厘米的夯土
墙内嵌入防水保温夹层，为外墙做了功能升

级，又以轻钢龙骨作支撑，在传统民居外壳
里，直接内置一组现代化、模块化的房间。尽

管没有花哨的布置，但是功能到位，居室一
改之前杂乱和阴暗，显得朴素敞亮。不仅如

此，考虑到了张卷父子需要相互照料，章明
他们在卧室放置了并排的护理床。十五天时

间紧急赶工，章明也没有忘记在设计中加上
方便老人行走坐卧的扶手。或许这就是花大

成本、几经周折砌出的“前瞻性红砖设计”饱
受诟病，简单的夯土墙却没人嫌土的原因。

设计真人秀让观众见识到了专业设计
的“魔力”，经过爆改的“老破小”能够承载三

代同堂的天伦之乐，阁楼上的逼仄居室也能
为孩子创造一片小天地，即便是住在水塔般

的“极致空间”，一样可以享受宜居生活。不

过要现实这一切有一个前提———设计师必
须“走心”，让委托人的真实需求得到满足。

“家之所以是家，是因为在这个空间里
有着互相尊重和彼此信任的家人，”专栏作

家、设计师欧阳应霁曾经说过，“一切与家有
关的设计，都要服从里面生活的人们，他们

怎么理解生活，如何满足他们对舒适生活的
要求，才是衡量设计成败的标准。”

毫无疑问，关于“红砖毛坯房”的争议，
是设计领域的现象级事件，从大众传播的领

域开启了对建筑、设计的思维和审美评判的
讨论，是一件好事。更令人欣慰的是，未完待

续的“红砖毛坯房”得到了后续设计改造的

许诺，我们拭目以待，期待一个平凡的老汉
能因为设计的智慧拥有幸福的晚年。

■

设
计
师
章
明
为
退
伍
老
兵
张
卷
设
计
的
家

■ 建筑师王涛的私宅外景

■ 设计师孙华锋为成都百年“穿

斗” 老宅设计的餐厅内有一张能

让 14人一起涮火锅的大餐桌

■

经
过
设
计
师
王
平
仲
改
造
的
“纸
片
楼
”内
景

■ 《梦想改造家》节

目中遭到网友吐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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