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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建筑呈现出的总体风貌，与西方相比，其个性和特点是显而易

见的。尽管如此，新中式建筑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宏大的命题。什么

是中式，什么又是新中式？风格的摹古、样式的拷贝、传统元素的

堆砌、筑造理论的再应用如果只是开始，那什么是接下来的方向？

简单的古今融杂、古为今用早已无法满足高质的中国当代性审美诉

求，我们尝试探寻，并不为一个明确答案，所能做的，只是整理和

记录下探寻过程中的所行所践，希望以这种方式将所思所感与友人

们分享一二。

建筑是一门具有视觉空间特征属性的艺术，我们常言以居为本、以

人为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赋予了中式审美独具特色

的主观生命感受模式，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开始尝试探求新的人居

关系，如何在“居”这一特殊的艺术知觉过程中，带给居者更多样

的审美趣味和体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从实景空间到心

理空间的转换，可以蕴含主体无限的想象和遐思，我们鼓励设计师

将更多的主观身心体验及情思融入其中，多换位至居者角度，多留

意亲临者会发生的内心世界关照，而不仅是一味程式化类型化的客

观分析埋头造景。

恽南田题唐洁庵的画时说：" 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

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

之外。”草、树、丘、壑无一不是自然界中具体存在的“景”，为

何非人间所有，为何可以超越时间空间而存在，皆因此境乃“灵想

所独辟”。与其说“造景”，倒不如说是在“造境”，这无疑给我

们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

身之所容为筑，目之所瞩为景，意之所游为境。

一

山

含

三

峰

 

一

峰

一

重

境

“境”具象于“景”，“景”赋予“境”以形象和绚烂色彩，“境”

给予“景”灵魂及深度。我们重新审视“景”与“境”，“工”与

“情”的关系，认为这才是中式建筑神韵精髓的核心所在。宗白华

在谈到中国建筑时说：“古希腊人对于宇宙四围的自然风景似乎还

没有发现。他们多半把建筑本身孤立起来欣赏。古代中国人就不同，

他们总要通过建筑物，通过门窗，接触外面的大自然界。”因而除

却中式建筑元素的罗列，古代造园理论的应用，属于中式空间的美

还可以是邃密的、旷朗的、奇胜的、渺迷的，可以是水边林下，也

可以是泉落云生。心造之境可造“无尽空间之远景”，正是所谓的“目

力虽穷而情脉不断”。

我们时常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与一个非生命物体相处久了，便会

不由己的生发出一种感情，并赋予它特有的个性色彩。十二个项目，

十二重“境”，我们希望藉此让心中的理想筑鲜活起来。所有的“境”

都是虚构的，于是给它们每个都选取了一个山的名字。“山”在东

方文化中，是个非常特别的意象。董其昌说得好：“诗以山川为境，

山川亦以诗为境。”山是中国艺术灵魂的深处，“只有山的变幻灵

奇是一种适当的象征素材，用来建造我们胸中的意境。”

汉画像石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山，第一种采取全景鸟瞰式构图，山

峦层叠，林木茂密，其间人们或耕作或采盐，一派生机勃勃，是一

幅幅理想化的“真实风景”。另一种山则是“非现实”或“超现实”

的仙山，其造型要素并非取自现实风景，而是来源于多种非现实性

造型传统。更为有趣的是，“山”字为一山三峰的象形，而形象思

维中的仙山便往往以此为基本结构，如昆仑有阆风、玄圃、昆仑三峰，

蓬莱有方丈、瀛洲、蓬莱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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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项目，以此划归为两大类。然而什么叫“现实”的“仙”山？

首先这里的“现实”确实是相对“超现实”而讲，另一方面我们不

难发现中国文化中的“仙境”，往往就是现实世界的延伸，是对“现

实家园”的理想化和愿景。不管是昆仑还是蓬莱，仙岛神山从不在

天上或地下，而是存在于地上，只是由于路途之遥远艰险而使这些

地方似乎“终不可到”。因而“仙山”并不遥远，换一个熟悉的名字，

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理想家园”。两大名山体系遂入眼帘，一西一东，

一神山（石）一仙岛（水）正是上文所提昆仑、蓬莱。超现实则是

另一番神妙世界，取南山（石）、北溟（水）与之相对：

     崑崙之西：閬風、玄圃、崑崙

    蓬莱之东：方壺、瀛洲、蓬丘

    南山以南：边春、堂庭、凫丽

    北溟以北：流波、浮玉、合谷

    “四方之境”显“四时不同”。

我们从古代纹饰的演变转化过程着手分析，商周装饰以动物纹为主，

西周逐渐演化为诸如环带纹、蟠虺纹这类抽象的几何纹样。及至汉代，

原来的蟠虺纹或环带纹摇身一变，成了蜿蜒的游龙、卿云环绕的山峦。

平面的仙山图案转化为三维空间的立体构型，对主次、对称、透视

的着重体现，都开始反映出强烈的建筑空间概念，其结果呈现就是

意趣横生奇峰耸立的博山炉。至此，仙山已不再是自然景观或山岳

符号，而是完全被想象为一个人造的建筑空间。仙人灵怪、奇花异

石随神仙信仰、神话传说渐生，山成了它们的“载体”，也成为艺

术想象和创作的“载体”。博山炉的造型千千万，人们在绘制博山

炉上的祥瑞图案时，总好像在创造一个个理想的世界，一个个“境”，

到后来便成了本书十二个项目图腾纹样的来由。

一山含三峰，一峰一重境。极境之妙，难言尽，更难画全，每个项

目的所引仙山、八字题语及图腾纹样，既是相互补充，又可互为题

解。所谓“趣长笔短，常使意势有余”，希望这“笔不到”可使“境”

的一角半边得以窥见。

通篇对“境”的阐述未免有过于形而上之嫌，其实建造和设计本就

是不可割裂的。“情景者，境界也。”中国画讲究笔墨情景，缺一

不可。而何者为先？答曰，“境能夺人”或“笔能夺境”，“终不

如笔境兼夺为上”。对于建筑也是如此，营造形象之情之景，无疑

要通过筑造形象来显现。

情态于此见，景物于此鲜妍，精神亦于此发越。

如何才能从形和质两方面超越视觉的有限性，于造景的同时，把握

“境”的精神实质，成了行进途中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道阻且艰，

惟愿“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前路漫漫，惟愿以一颗居

者的灵心感物生情，用一颗筑者的匠心穷情写物。感物生情，才可

穷情写物，由景入境，方得景境相交。

引水积石，方为山。惟愿山苍树秀，水活石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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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国内的建筑师会习惯性的把项目分为两大类，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其中居住建筑的占比会更高。不论数量还是关注度，高

品质的居住建筑对城市生活的品质提升，以及给予大家的归属感与

满足感，都非常重要。

      随着我们国家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城市建设正由大拆大

建向品质化，风格化转变，特别明显的就是在城市开发的各类居住

项目中，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准设计、施工高完成度的精品，这些居

住建筑不论在功能便利度，空间丰富度，以及工艺精准度上，即使

对标全球的发达城市也毫不逊色。

       更难得的是，经过了早些年大量对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模仿后，

如今的这些居住项目精品当中很大一部分是东方或中式的风格，这

确实是国力强盛后文化自信的回归，是我们这一代建筑师值得自豪

和欣慰的事情，我们在这些优秀的项目实践中，以金地的南京风华

项目为主做举例，总结了两点思考跟大家交流：

森

森

万

象
　

落

落

风

华

    现 代 居 住 建 筑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可 以 是 多 方 面 的

      我们的城市在居住建筑上的募古由来已久，但是现代的砖石，钢，

砼直接模仿古建的木构榫卯首先结构逻辑就是不合理的，硬做的代

价就是仿造的构件尺度失调，工艺不成熟，整体效果就不美！尤其

困难的是高层建筑仿古，因为传统古建筑基本上只有“塔”是高层，

但特殊的功能和形式很难应用到高层住宅上，如果是直接把传统低

层的青瓦白墙或雕梁画栋的住宅形式，升高到十几层和几十层，无

论做怎样的概括和抽象都会不伦不类。

      因此风华项目在高层住宅设计时对中式元素的汲取上，一开始就

没有局限在传统建筑上，而是着眼在包括书法、篆刻、门窗花格等

更广泛的其它传统艺术、工艺类型上挖掘。在这些视觉元素中，找

到跟高层住宅立面网格构成很相通的一些肌理进行重构。例如中式

的花格门窗，在网格的比例、密度、构成关系上，都很接近高层住

宅的立面网格系统。

       通过对高层住宅的门窗洞口、阳台挑檐等功能构件进行整理形成

基本面；再在基座、单元入口以及顶部的一些材料做分色的变化，

同时控制窗，门、栏板等部品的构造细节，尽量在建筑主体的基面

上做到平整，减少阴影，形成简洁干净的门窗与墙面的虚实图底关

系，这样形成的立面在视觉意象上与传统的花格门窗非常神似。另

外我们发现高层住宅面积 140 平米以下的经济型户型的开间大约是

3-4 米，层高也是 3 米，这样形成的窗洞接近方形，肌理非常均匀，

更容易形成雅致、平衡、宁静的视觉感受。

       通过以上的思考，结合必要的技术、材料运用，形成的整体立面

形象结非常好，新颖、内敛、优雅的建筑形象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简

约审美和时尚要求。同时在功能上更顺应现代结构逻辑，建成的效

果也兼有时代感和东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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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营 造 法 式 的 思 考 方 式 值 得 借 鉴

       中国近代的建筑学教育几乎百分之百来自于西方，这并不错，西

方的现代建筑学理论也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并符合现代城

市生活要求，也确实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主流。但中式的传统营造学

在清代以前也是完整的体系，通过《营造法式》《园冶》这类文献

以及工匠文人代代传承，它跟西方建筑学不同，但美学原理是相通的，

只是基于不同的材料和技术方式，以及人文思考社会结构等因素，

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

       中国更强调工匠的“匠”，在思想层面更强调，礼序的“礼”，

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序，我们的传统建筑，不管园林、民居还是

官式宫殿、宗教寺庙，反映的都是人类社会自身和自然界相应的各

种秩序，所以我们的传统理论方法和西方的不一样。

用西方建筑学语言解决中式问题会出现很棒的作品，用空间构成和

色彩构成的方式传递中式意韵，这些是西方建筑学的方法，中国传

统建筑方法里没有。在风华项目的实践当中，整体的设计方法依然

是西方的，但考虑到居住建筑传递的美学内容在终端的使用者这里

需要更容易被可读和认同。

       不可否认，我们在整体的文明程度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具体

到建筑审美上，我们认为太概括抽象的手法并不适合大多数住宅项

目。在设计上需要有一些可以被更多人读懂和产生共鸣的语言来表

达，我们尝试通过从中国传统匠人在法式层面找到合适的设计语言，

在匠作层面上做一些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沿袭。例如在统一建筑大

形体关系之下可以在局部更完整具象的保留传统建筑在小木作、装

饰构件上的做法，使用现代的材料，通过重组拼贴的手法，融入到

建筑中，例如风华的外立面广告位，我们没有把它仅作为建筑的形

体构成元素，而是采用匠作的方式，用类似屏风的手法，加一些简

约概括的篆书文字，通过铜板蚀刻的方式，形成很有装饰感的类彩绘，

效果非常好。

下面就前面提到的两个方面的思考，举一些例子：                                              

 

                                             金 地 风 华 体 现 的 中 式 建 筑 文 化                                                                               

      金地风华项目在南京河西，包括五栋高层住宅塔楼和一组社区商

业，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富有东方意韵的文化社区，同时符合现代、

时尚的空间要求以及可以让人感觉亲切的氛围。风华项目设计之初

我们考察了很多用传统中式建筑形式设计的高层建筑的例子，确实

很难做好，原因前面也讲过了，中式传统建筑没有高层，再加上结

构逻辑差异太大，所以刻意模仿很难成功，因此我们讨论了在其他

传统视觉艺术形式上找突破，例如书法、篆刻、庭院花窗等以方块

为元素的传统艺术样式，应用到高层建筑的立面网格构成中，效果

既时尚又现代，同时又很亲切。

       风华项目我们不仅仅考虑立面上借鉴传统文化，更希望在使用者

最直观清晰感受的空间的位置，例如建筑三层以下的空间更多地展

现中式元素和细节品质。我们一起来感受两个精彩的空间节点：首

先是衔接在城市商业界面的很有标识感的入口门头，穿过一段精心

设计的通廊，特别吸引人的是走廊吊顶上一千四百根玻璃灯柱，每

根都单独通过钢丝悬吊，形成非常华丽的灯柱阵，像一个当代的立

体雕塑，风情而温暖，时尚并富有创意。这是进入社区的第一个精

彩的视觉焦点。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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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实 上 面 的 这 些 思 考 也 曾 点 点 滴 滴 地 呈 现 在 很 多 过
往 项 目 中 ：

      重庆中海寰宇天下，虽然时间较早，但它的一些纹饰，运用在新

古典建筑形式中，对当时的行业、客户接受上是一个过渡，也是一

个比较好的平衡市场接受度和传统文化置入要求的方式。

       上海绿地朱家角壹号也是一例，它更加现代，表现方式是现代

的构成方式、现代的材料交接，但黑白调的使用使得它更有中式的

韵味。

       北京龙湖景粼原著是另一种中式的设计方式，它更加体现关于

匠作的坚守，把文化抽象演绎后放在建筑里，调子更浓郁，更适合

北方城市。

       石库门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是国外的联排 Townhouse 进入中国最

早的例子。不仅在上海，在天津、青岛、大连也有类似的做法。经

过漫长的时间，很多元素已经东西融合了，绿地 1860 项目是对传统

石库门的空间复兴，更是对传统里弄风情生活的复兴。

      总结来说，第一，设计新中式或新东方的建筑，仅仅从传统建筑

找灵感元素是不全面的，更加丰富的其它视觉艺术，都可以运用在

建筑空间的营造中；第二在建筑学范畴，可以更广泛地研究学习中

式传统的《营造法式》，它代表的匠作方法和思考，在解决细节文

化植入和工艺工法上都有很好的借鉴。

    希望此文给大家一些启发，在遇到中式或东方传统风格居住项目

的设计任务时能有借鉴，也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方式呈现更精彩的

人居作品！

北京龙湖景粼原著示范区实景照片 
Photos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 

上海绿地公元 1860 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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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地朱家角 1 号低层住实景
Photos of Low-rise Residence

       另一个精彩位置是单元大堂前的区域，由于经济和实用的考虑，

两个电梯厅面积都不太大，为了能够有足够舒适、体面的入户体验，

我们在两个相对的单元门之间设计了一个三层高的柱廊，形成的灰

空间在提供邻里交往空间的同时，形成类似传统住宅檐廊的感觉，

尺度略有放大，结合对景、照壁、天井等多层次空间烘托出非常浓

郁的中式韵味。逢年过节挂灯贴迎联，即风雅时尚，又传统亲切。

      除了空间，细节部分的设计思考，也处处体现匠心。在销售中心

和商业部分，通过屋檐，纹饰，花窗檐廊等部位对法式传统做法的

简化、概括、抽象借鉴使用，同时保留传统手工的印记和形式，传

达对中式空间和匠作的古法今用。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感到熟悉亲

切，没有距离没有障碍地欣赏、感受！销售中心是整体社区商业的

核心，也是向未来住户表达价值、文化、空间调性的最重要空间，

建筑形成一个“C”型围合院落空间，主入口朝南通过竖向金属与圆

形柱框形成的抽象月洞门的形式，成为绝对的视觉焦点，在方格肌

理的金属格栅上，点缀了黄铜材质的银杏叶片，风雅的气质和东方

韵味，窕然呈现！两侧是前面已经举例的铜制艺术广告牌，蚀刻的

艺术篆字更是对传统人居建筑，传统人文艺术的综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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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金地中心·风华高层住宅首层空间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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