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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这些
“

物
”

在空间 中 存在 的不是 由于其 前言 田地 。

本身 ， 而是它们时空之间关系的 存在 ， 它才得以证 一块岩石 拦在 了 流水的河道上 ，
这便 引 起 面对远山 ， 定是要利用 的胜景 ， 不论是西

明其存在 。 这样的剧 目似的图景片段定是源 自于空 了 力 与反作 用 力 的连续反应 。
河流 不再 以往常 方 世纪的风景画 家或是中 国的 山水文人画

间物体 的遮挡 ， 而人游历的路线
一定不是直接切入 的 方 式直线流 淌注 入 大海 ， 而是被路上 的障碍 家都不会错过这

一出 营造美景的 良机 。 而采取

的 ， 很可能呈现
一种侧方的 、 含混的 、 甚至是颠倒 挡住 了 流程 。 最终 的 结果就是

一

种蜿蜒行进。 怎样的
一

种态度和手法有 了分歧 ： 是如太阳王

的混淆的游历或观看模式 。
一

勒 柯布西耶 在凡尔赛皇宫 中通往巴黎的三条大路
一

般的直

接 （ 图 亦或是像
一

张传统山水画般 ：

又键词 ： 建筑设计 ； 迂回策略 ； 艺术借鉴 ； 建筑空 关于如何开始 上段
一

片远山 ，

一

点寒林 ； 中段
一

渾池水 ， 近

间序列 ；
移步异景 当面对南通的这块基地时 ，

无疑是快乐 的 处几棵老树 ，

或是竹林 ， 有 亭子 ，
它极简的几

图 。 似乎本就坐拥南邻长江、 西朝军山 根柱子
，
很细 ， 几乎没有重量的空间 （图 。

的良地 ， 或似
一

副优美 山水画卷中的
一

个小款。 也许还是固有文化思想的作用使设计人选择了

当面对真实的尺度时候又难以起笔 ： 长江口 宽 后
一

种思维方式 ，

并且在设计的伊始就抱有在

大如 海 ，
且有近 分钟车程不能与基地构成 眺望远 山的 同时体验整个空间的经营的构思 。

“ ”

所谓的 图景 ； 车山虽近在眼前 ， 却 只有突兀直 （图

接之感
，
过于平整的场地并没有与 山发生实质

的关 系 。 好在拿到手里的规划图令人欣喜 ： 地 漫步建筑
块西侧 由

一

条名叫
“

裤子港
”

的水系通过 ，
在 如果从整个入 口至军山看作是

一

个景观方

视觉上阻断通向军山的路 ； 北侧星湖大道为城 向的话
，

单纯的 总平面图不足以说明这种
“

接

市主干道 ， 主次入 口均设置在东侧的通富南路。 近
”

的动作 ， 这样直白的关 系似乎
一

目 了然 。

在地块北侧 、 西侧 的地块外侧留有城市公共绿 约翰 迪克松 亨特曾 经提出主体观看的三种

； 地 （图 。 方式 ： 队列行进 （ 散步 （

已经不可避免 的在城市尺度 中讨论借山映 或游荡
（

。 队列 行进 更 多地发生

； 水的 问题 ， 这也是今天众多 公共建筑所要面对 在仪式化场所中 。 散步 （ 或者说
一

的共同的窘境 。 笔者想到 了计成在 《园冶 相 种漫游是指向
一

个 目的地的 ， 但它 又欢迎沿途

地篇 》 所罗 列 出 的 种地形 ： 城市地、 傍宅 突发 的意外事件 。 进
一

步说 ， 园林要营造的是

中囹 分类号 ： 地 、 江湖地 、 郊野地 、 山林地和村庄地 ， 唯独 用于人们从 日常 的繁文缛节中摆出来 、 有
一

定

文献标 识码 ： 对城市地的判 断是
“

市井不可造园
”

，
又却恰 心智 目的游历 ， 这也许是山水画 中的远山代表

文 存编号 ： 巧是城市地成为考验造园者们经营空间能 力的 着对于游历所指的方 向 。 而游荡却没有 目 的和

图 建筑与 周边的位 置关系 图 总平面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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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口

城
凡尔赛宫前轴线 序列 的广场 〈容膝斋 图 》 倪瓒 ， 元代

图 凡尔赛 宫前轴线序 列的广场和 《容膝斋图 》

■

。讀
图 眺望远山与游历建筑之间关系设想示意图 图 大堂入口 通过中庭院远望军山

指向性 ， 换言之
，
游荡不具有方向性和秩序性 。 平铺展开。 由于建筑的 高度被控制 在规范以 内 线的 余光晃不见酒店的建筑时候 ，

一

个在酒店

那么要在
“

去看军山的路上
”

指引观者
一条散 的最低值 ， 层数为三层 ， 沿平行展 开建造 ，

从 西侧的下沉式庭院展开在面前 （ 图 。 在这

步的路线就是在空间 中
“

引 出
”
一

条
“

漫游之 远观之 ， 暗涌着山水画 中山之 三远
”

原则的
“

平 个位置 的人会不禁恍惚起来 ， 回望来时的路 ：

路
”

。 远
”

。 游历空间的体验者 被迫
”

地沿着大堂 先 回头看看原来 的 大庭院 （ 图 再透过
“

建筑漫步
”

的起点和终点通常是
一

个开 两 翼捜索前行的路径 ， 可以轻松的发现南侧的 玻璃窗找找来时的 中庭院的位置 。 不论是向南

阔的 天井
⋯⋯ 下面是

一

处以水平方式展开的 、 偏庭院或是北侧的半 围合的大庭院 。 沿着下沉庭院徐步而行 ， 或者是转向东侧的水

可以眺望的 景致 ⋯⋯ 白墙维护起来 的空中 花 若徐步向北不过十来步就可
一

览半围合庭 溪 ， 都可以发现之前被虚掩着的新的景色 ， 而

园 ， 从这里可以俯瞰景观 。 这就是勒 柯布西 院的全貌 （图 需要休息便可以小憩于此处 ， 在发现新图景 之后回望来时缘由 ， 发现远山还

耶的 以白色时代特征的 住宅设计 中 反复运用 在咖啡座旁过落地玻璃窗眺望军山或 品赏旁边 在那里
， 却又似没有直达的办法 。 这种

“

迂回
”

的⋯⋯
“

的小林子 。 若要进入庭院中须沿着咖 啡座
“

拾 原则 ：

“

美不全显 ， 半数宜藏
”

而敢于在

不论是柯布给大家期许的
一

个墙壁上的 阳 级而上
”

在庭院北侧的位置寻到 了不起眼的 出
一

整面墙上只 画
一幅 画的勇 气需要对于整体尺

光或是 《容膝斋 图 》 中的那个细柱亭子 ， 都暗 入 口 ， 开启 了迫近自然的道路 。 这里也是酒店 度有着精确 旳把握 （ 图 。 这个时候 ， 军山

合了
一

个蕴含希冀却又驻足停留的
“

处所
”

， 底层观山 的制高点 ， 半围合的庭院中有两棵不 已 经
一

览无余地展现在了观者面前 ， 但是通过

就是入 口 正对主庭院 （图 。 其纵向的 视线 茂盛的老树直立在那里 ， 北侧 的 草坪与南侧 的 了 这番游历 ， 观者的 兴趣渐渐地被酒店本身有

发展被主院落 （
及藏在后面的 中厅 ）

“

打断
”

，
枯山水造出了

一种
“

离间
”

的戏剧之感——既 趣的空 间关系和体量所吸引 。 虽然对于建筑本

这种
“

打断
”

经过的人虽可以隐约看见前方的 接近真实的 自然又能读出经营设计的味道 （ 图 身体量和立面等建筑问题的考量不是此次讨论

远山 ， 却又不得改变行进的 方向 （ 图 。 在 。 的 重点 ， 但或许在观者的 心绪中就已经开始对

主庭院的面前整个酒店的大堂又沿着两翼方 向 沿着半围合大庭院的坡地向下走去 ， 当视
“

品江山
”
一

词有了新的定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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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行进流线与各个庭院 之间

的位置示意图

■

國愿
图 从入口 向北行进中

一

览半围合庭院全貌

走过 景观桥或 是沿着步 行道绕至 宴 会厅 发 了出来 （ 图 〗 。 建筑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 但是 当把时间维度考虑在内时 ， 二者带来的体

处 ， 观者向右远望军山 向左一品
“

江山 生成 ， 为 了望
“

军山
”

而品鉴了
“

江山 。 验就产生了根本 的差异 。

或许这样的设计没有王澍对象 山存在旳 定义般 远 山 、 寒林 、 池水 、 老树、 通透的亭子等

强烈 ， 却无疑也是对两个大体量存在 （军山与 图胃 延 与迁回 胃略 等组件在设计时候并非是要进行
一一

对应 的指

酒店建筑体量 ） 之间
一

种微妙的关 系的还原 如果回到倪瓒的 画作 ， 设计者所借鉴的并 代的 ， 设计者还原的不是 《容膝斋 图 》 的 图景 ，

在回 到酒店
一

层之后
，

中 厅与两个并置 非 山水画的 图景本 身 ，
而是其元素之 间的空间 而是将他画的 图景展开成为

一

幅幅画境般的延

院子之间 的关 系异常清晰地出现在了眼前 （图 逻辑关系
一画境 。 尽管这两者都是基于图画 伸 ， 将绘画 抹去了时间因素和前后的逻辑关系

为什么在刚正面进入的时候没有这样的 般的 （ 视觉体验 ， 前者只 能呈现了 加以还原与重新解读 ， 那么设计中跟多的表达

清晰？ 因 为主庭院玻璃的遮挡 ？ 或是急迫地想
一

种图案式的铺展 ，
在视觉所及的领域中尽可 图景随着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的特质 。 远 山 、 老

要见到
°

山
”

忽视了？ 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 这 能完成对 图像表达 （类似凡尔赛的花 园 ） ， 无 树、 池水、 亭子之 间的 逻辑关系 是被讨论和关

里 ， 空间设计所要引导人们更加 重要的 与其说 疑其更加强调 同
一

时间与完整的单个景象 ； 而 注的重点 ，

也许它们本身的单独形态可以随着

是 延迟
”

和
“

绕行 不如说是
“

局 部遮挡 后者更富戏剧性 （ 画 境是多样 时代认识旳变化而变化 ， 但其之 间相互的空间 、

策略 ： 眼前的景物总是遮蔽着后面要看到 的 ， 变换 ， 这种多样不是通过
一

个景象和 同
一

时间 时间关系是始终难以改变 的 。 这就是为何从传

这样 ， 景观与建筑就再也不会看起来
一

览无遗 呈现 ， 而是由多个景象的集合并以依次出现的 统山水画 中引导出设计的缘由 。 进而言之 ， 这

或
一

个面貌了 。 方式来呈现的 ， 就像在戏剧舞台上表演的
一

个 些
“

物
”

在空间 中存在的不是由于其本身 ， 而

望军山
”

是整个游历的 目 的 ， 但在漫游 个片段 ，

一

幕幕剧情 。 绘画制作和戏剧表演也 是它们时空之间 关系的 存在 ， 它 才得以证明其

的 同时建筑本身的空 间特质却被观者的运动激 许看上去类似 ， 因 为它们都要提供视觉作品 ，
存在 。 这样的剧 目 似的 图景片段定是源 自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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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从室内及下沉庭院处望大庭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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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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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下沉庭院的水溪和整幅山水画
纟

：

：

！
！

■

图 回到建筑 中的时候体会到三个庭院 的关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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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体的遮挡 ， 而人游历 的路线
一

定不是直接 号、

切入 的 ， 很可能呈现
一

种侧方的 、 含混的 、 甚

至是颠倒的混淆的游历或观看模式 。

“ ’

■

—

；

这种类似的
“

步移景移
”

的经营手法在传
’

’

‘

；

统园林空间 中 比较常见 ，
这种不可分割 的

“

时
”

空机制
”

在观园游园的过程之中 ， 静止的 空间

都由于人在时间 中的运动而产生流动与变化
，

：

——

画面的 空间序列或园林的路径随着人的思维对
：

丄
’

于时空关系 的体验或者身体
“

迂回 穿越而产
】
富永让 ，

《勒 柯布西 耶的住宅空 间
一

生丰富的张力 。 构成 》
，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年 月
丨

■

若将这种画境是空间体验和迂回的游历模 第
一

版 ，

式投射到建筑设计策略上
，
应对的是建筑空 间 】

■

序列的组织以及体验路径的 安排 ， 以上所述的
”

南通
一品江山酒店的设计无疑是

一

个引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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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建筑在游历山水的过程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