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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文章从环境出发
,

探讨社区营造中已有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价值意义和如何在规划设计中融入 传统的社区建筑是以住宅功能的最简单需求

与再生
。

为出发点
,

以满足居住者的基本居住要求为目的
,

关锐词 社区营造
;
人文

;
自然环境

;
融入 偏重 以极小的投入满足尽可能多的居住者对居屋

几. 5丫RA c了 s t a rt in g w it卜d ss c u s s lo n o n e n v ir o n m e n t t h e a r t ic一e a rt e m p t s t o e x p lo r e t h e v a lu e a n d s ig n i6 c a n c e 的需求
。

计划经济时期的社区营造自然不必多提
,

o f t卜e n a t u ra l a n d c u {t u ra l e n v ir o n m e n t e x is t in g in t卜e b u i一d i n g fo r c o m m u n iyt a n d h o w t h e 丫 c a n b e b le n d e d 住宅商 aaD 化以后 的住宅建设也不过如此
,

..D 是在

in to t卜e p一a n n i n g a n d d e 5 lg n a n d g e t re g e n e「a t e d
.

居住面积
、

住宅材料上的投入有所增加而已
,

很

K` v w o Ro s s u一d . n g fo r c o m m u n it y; c u it u re ; N a t u「a IEn v iro n m e n t ; Ble n d in t o 少有建设者对社区环境的整体营造有所关注
,

而

中I 分类号
:

刊
一

:80 丁U24 1(2 ) 更不必谈整个社区的人文
、

艺术环境的建设
、

提

文献标识码
: 〔 升和为居住者营造一个心 目中的家园

。

在这种大

文幸细号
: 1阅 5毛明X( 2以为 )0 2刁义洽 ( 辫 量的开发建造过程中

,

传统的自然环境道到较大

的破坏
,

而搬迁及重建又将历史与未来割裂开来
。

高层的垂直发展又使居住者如同生活在空中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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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J j̀训闷 占

山逛户

混凝土的鸟笼中一般不能交往与交流
,

传统的邻

里关系
,

记忆中的熟悉标识
,

优美的自然景观都

随粉大开发而逐渐离我们远去
。

但关注人文的人

本主义思潮的复兴
,

人们逐渐重拾社区营造这一

人类群居的传统问题
,

使我们再次面对以环境为

基础的地段研究
,

再次探讨人类群居的意义和历

史文化的再生的课题
。

1 , 盆场所的记忆
:

将过去与未来幼过今日环幼

而统一

福州万科金域榕城位于福州城郊结合部一个

传统的工业厂房区内
,

原来的钢厂曾经为祖国建

设发挥过很多积极作用
,

在传统地域环境中已成

为人们熟悉的一个标识
,

对于这个容积率为 2 5

的土地再生计划
,

我们考虑如何将历史记忆通过

社区环境的营造而 , 生并融入到未来的居住生活
,

并使未来居住者更好地感受到环境带给他们的信

,’.
,

使之明 白生活在一 个独特而唯一的环境中
。

因此
,

历史环境的再生
,

成为我们设计的 目标
。

首先是选择性地保留了大 t 有意义的结构
,

其

中一部分保留下来承担会所商业 及销售中心的功

能
,

延续发挥作用
,

而主厂房将屋顶拆除
,

在形式

上只保留其砖混结构自身所展露的材料沧桑感
,

既

依照历史古典柱廊的形态形成一系列空间的秩序
,

也彰显了历史材质变迁的美感
,

这是我们在别的新

材料上找不到也感受不出来的
,

这些极具秩序感和

雕塑感的砖柱与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
,

以独特历史

版撼性的情景再塑了一个场所中心
。

这种地标的特

性远胜于高大的城市体 t
。
这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

与众不同的家园
。

这里曾是我们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

也是我们今天生活和休息的场所
,

更将伴随着我们

的下一代健康成长
,

使历史随着生活而延续
。

我们

更将这些环境对整个城市开放
,

使更多的人参与进

来
,

他们一方面享受商业与会所提供的高品质文化

环境
,

另一方面感受着这里浓烈的人文气息
。

在这

个社区中我们达到了这一目的
。

2 传统空间环境的再生
:

低层离密度的现代社区

环境的 , 造

在万科的无锡项 目中
,

我们希望研究一种江

南水乡特殊居住传统的生活环境
。

在我的印象里
,

少年时受到的教育让我总是回忆起
“

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
’ ` 、 “

社戏
”

等文章的画面
。

再加上这些

年在上海的亲身感受
,

让我厌倦了高层板式建筑

带来的无奈和麻木
,

作为一个课题研究
,

我们试

图在一块区域中创造一个 35 % 以上班盖率的低层

建筑群
。

在这个社区中我们需要每个住户都拥有

自己单独的室外空间 ( 私家院子 )
,

传统空间是为

邻居们相互交往闲聊的所在
,

在我脑中西递和宏

村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

所 以当然是以步行系统

7 无锡万科项 目鸟瞰图

8一 10 无锡万科项目透视图

11 上海中星美华村总平面图

1 2 上海中星美华村的新建筑与旧建筑

1 3 上海中星芙华村新建筑与环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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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
,

车全部通过人车分流的方式从社区的入 口

处引入地下
。

当然社区中也有一些开放的绿地和广场花园
,

它们是为小型集会和孩子们玩耍而提供的
,

我们

也不需要在这里举办大型的音乐会和足球赛
。

目

前很多商业开发的社区为了强调景观的所谓蔽撼

力
,

使劲向空中发展
,

而留下大量空旷且无人能

进入的绿地
,

这种景观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城市

绿地
。

改善了城市环境
,

但竖起的高层为城市带

来大 t 的阴影区
,

且绿地系统由于不能为人们提

供便利经常进入而显得浪费和多余
,

更重要的是

这种距离感和淡漠让我们失去 了尺度与愉悦
,

失

去了邻里与文流
。

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曾对我说过
,

中国有句古

话
“

走马观花
” ,

用来形容目前在中国的城市建设

很贴切
。
目前国人 因行进的快速而错失路边的美

景
,

同时也反映出大 t 传统的优美街巷空间随着

大开发而毁于一旦
。

我只想通过再造一个熟识的

空间与环境
,

让我们宁静地放缓脚步
,

生活在一

个我们熟知的尺度环 境中
,

体验东方的意境美
,

最终认识我们应该拥有的社区
。

侧
,

一个上海非常少有的历 史文化环境中
,

70 %

的原生态绿化环境维持了近 70 年
,

其中还有大 t

建成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别墅
,

反映了租界时

期各国建筑的特征
。

如何正确处理历史文脉
、

自

然环境与新的开发之间的关系
,

成为设计中需解

决的首要问题
。

我们将原有环境中的大部分现存绿化保留下

来
,

清扫出已被掩埋班盖多年的水池及花园
,

包

括行道树和重生 的树木
,

均保留或移位
。

在此基

础上将原先的 9 幢花园洋房整修并恢复利用
,

在

整旧如旧过程中
,

各个时期的殖民地风格别墅复

原成为整体
,

再现原有情景
。

而 4 幢高层建筑以纯幕墙的现代语言阐述新

的时代
,

这 4 幢高层以流线型的线条和出挑突显

现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特征
,

以轻巧的体量直指

蓝天
,

建筑材料由底层至高层逐渐由深到浅
,

强

调建筑的纤细比例与张力
。

4 幢高层总占地不到

总用地的 5%
,

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在规划布局中

得到保留
,

而新旧建筑在对话中共 同演绎出历史

的沧桑与时代的进步
。

这种城市更新的手法
,

在很大程度上将城市

的片段拼凑
、

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
这种改造

模式在西方往往大量运用于公共建筑的改造
,

而

我们在社区营造中运用这种方式则更加积极
,

因

为它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

在不经意间
,

人们

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感知到自身生存环境的与

众不同
,

且感知到文化和历史的美丽动人之处
。

结语

城市的意义在于人的聚集而居
,

而今日居住

在城市的人们却各自形成一个个心灵与物质的堡

垒
,

我们已失去了原有的浪漫情怀
,

围墙与汽车

正定义着一个个现代化的大都市
。

从历史中的清

明上河图到今天欧洲的一些有特色的城市
,

我们

读到的是人们比邻而居
,

互相文流
,

休闲共享与

娱乐
;
艺术与文明就在这种聚集中产生了

,

而今

天的社区作为人们自发的聚集地是极有可能成为

城市文化的发源地的
,

如何创造出符合人类情感

的理想社区是每一个设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资任
,

而这种情感的理念就僻要我们去寻找
,

去回忆
,

从环境中寻找能激起我们心中涟漪的图像
。

须知

建筑始终是脑海中图像的连续展示
,

它用时间的

量度
,

形成人们的完整记忆
,

建筑理论家曾说过

建筑是 一门图像式的语言
,

我们希望关注生活
,

使我们的设计成为居住者向往的意境
。

3 环境中的历史与未来的对话
:

新的城市地标在

传统环境中再生

中星美华村位于上海虹桥路南侧中山西路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