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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老房新声 ! 刘匪思

空间改造与城市再生，并不是现在才流行的概念。早在
1950年代，城市建筑的改建与改造已经成为建筑家与理论研
究者研究的话题。在建筑批评家简·雅各布斯于1961年撰写
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她描述了一个至今依旧依然存
在的现象，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用“足够多的金钱”一定能改
善城市建筑以及人们生活空间，她的观点则是，没有考虑到人
们具体生活的设计，即便花再多的钱也无法改善什么，因为无
论做什么设计，工作与生活在其中的人才是设计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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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隔 !"多年后，伴随着国内大规模城市
建设的步伐逐渐减缓，越来越多的建筑及空
间改造则成为人们改善生活与更新生活方式
的首选。过去人们觉得改建就是“装修”，涂点
油漆、换个家具就行了。然而，随着越来越多
的建筑师与设计师参与改建项目，怎么在有
限的花费中让生活与工作于其中的人们感到
舒服，他们甚至想出各种有趣的点子，让生活
更便捷，或者让浮躁的心灵得以舒缓。让专业
的人提供专业的改造措施，这股改造的流行
风潮同样也让刚进入职场的青年建筑师和设
计师得到了一展职业理想的新空间。

梦回禾井

#""$年，尚在同济大学攻读工业设计的
朱明洁，娄永琪老师的“设计丰收”项目来到
位于上海崇明的仙桃村。她发现，“村里的年
轻人都离开这里，空巢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即
便是村里中年人，也宁可选择去城里开出租
车。”当时，禾井所在的房屋只是供农忙时节
来包租种田人的临时住宅，甚至没有厕所等
必要的生活设施。她与通过项目结识的伙伴
陈若、何悦一起，三人联手开始了这栋房屋的
改造计划。从头开始改造一栋乡间农舍，对三
人来说都是“零起点”。改建后的建筑物在村
里的环境中看起来并不突兀，进门处的内嵌
式处理，甚至比一些邻居的“豪宅”更低调。室
内还保留了崇明特色老灶头的厨房兼作公共
空间，重新改建的浴室与厕所还能呼吸到室
外的田间气息，水处理都以循环节水的方式
重新设计。院子里种的植物，大多是本地的实
用草木，比如秋葵、茄子之类的蔬菜。就连帮
忙的邻居老乡都觉得这里太“素”，连厨房里
摆的都是“暗簇簇”的老木头。在这里，设计师
想说她们“崇尚环保，崇尚手工艺术，崇尚回
归乡野”的理念。

%弄清爽$的老石库门改造

去年，%%&国际建筑师事务所 '()*+从
朋友那里拿到一张公益组织仁人家园招募,

上海石库门社区复兴计划,的海报，张贴在办
公室后，$"后建筑师姜求叫上刚进所里的年
轻人郑珣、曹佳情，立即报名参与这个项目。
这是他们第一次用那么少的费用———-万块，
来做这样一件“大事”。第一次去位于上海无
锡路的居民家，爷爷奶奶带着孙子一起生活
的 .-平方米空间，这三位还对上海话一知半
解的年轻建筑师由衷地感慨，即便在逼仄的
空间里生活，衣物整理得十分整洁。,让他们

能生活得有尊严,，抱着
这样的想法，他们在模型
中试验了无数次改善空
间的办法，用建筑学对空
间的思考，比如楼梯转弯
能做到的最小角度，哪些
空间可以转为储藏空间，
转变开门的方向“省出”
一个鞋柜的空间，或是把
阁楼的位置往下移又不
影响楼板的承重，为了节
约预算，改建拆下来的木
料都用来重新打造家具，
经过他们的精密计算，连
个小木块都没有浪费。这
些,不起眼,的改变，用相
机拍出来并不美丽，却是

实实在在改善石库门老
房生活的解决办法。

!黑线$模式的
自由办公

网络时代，传统的桌
子加椅子形式的办公室
对刚创业的青年来说是
个太没创意、又限于预算
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有
位刚创业的朋友就把刚
租下的北京某处办公室
设计难题扔给了建筑师
曹璞。“预算最低，施工期
限最短”，还要有新创意。面对前身是会计事
务所的 .!/0-的空间，曹璞选择的解决办法
带着股“骇客时代”的前卫气息，保留原来的

空间不变，在空中建立一
套全新的线路系统。就像
那座知名的后现代建筑，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所
有的管道变成建筑的外
观，这个落满,黑线,的办
公室用可以变形、弯曲的
蛇皮套管装下所有的照
明、插座以及网络线路，
然后直接垂落到每个座
位上。酷爱创意型办公的
员工，可以抱着电脑自由
地切换各个方位。所有员
工都配备了用角铁和板
材烤漆做成的储物柜和
办公桌，配合黑色的线路
世界，与网络创业的新模
式显出一致的步调。

寒舍"再多三万
预算更好

王涛设计的这座青
岛寒舍酒店，获得了
“-".1年意大利 %2*(345)

%678* 设计大奖”，不过
说到这个项目，他还执着
于“再多三万块钱的话，

建筑立面还能做得更有
趣”。这栋 .9$: 年代的
建筑，在他接收设计以
前已经荒废、破落已久，
业主留给他的预算有
限，但是好在让他全权
“处理”包括改建、;<5<
的，平面设计、室内的各
种家具和摆设在内的所
有事情。“马路施工队”
的技术有限，所以王涛
的设计方案尽可能地制
造出“无”的概念，用干
净的色调和开放空间来
改造室内。实际上也是

施工队唯一能做到的程度。老房改建，最麻
烦的部分就是客房中淋浴和卫生设施，王涛
想到的是去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参观大卫雕

塑，于是把这个“难题空间”摆在房间的正
中，解决了上下水噪声和管道容易阻塞的问
题，视觉上又充满了戏剧效果。

在拾房书院拾回诗书耕读

位于无锡拾房村的拾房书院，最初的建
筑改建出自曾经规划上海世博公园的景观
规划设计师朱胜萱。整修后的建筑，邀请扬
州器曰书坊的创办人周小舟担任“院长”，将
这个做展示用的书院空间，改为真正的书
院。过去，拾房村里曾经出了个留学归国的
热血青年，给村里捐助，建了一所小学校。虽
然，今天拾房书院所在的建筑并不是小学的
原址，周小舟觉得，“周围的村民，特别是有
知识追求的，需要书院这样的空间，静下来
读点书”。在书院的改造中，周小舟与伙伴们
基本每天都待在书院的空间里：哪里觉得需
要加个书架，哪里需要摆桌子，哪个角落的
阳光可以让人安静看书、又不觉得刺眼。包
括摆在书院里的插画，他们刻意不摆放过分
精致的东西，路边采的油菜花，或者随意的
野菊花，随意地一放就是接地气的气场。周
围的植物，也是根据四季与节气，除了梅兰
竹菊的文化标志性植物，连草、青苔的布置
都与书院的气息吻合。让人愿意坐下来，安
静地看会书，是书院用心设计、又需要让设
计隐形的用意所在。

斯德哥尔摩啤酒厂变形记

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王岛的啤酒厂兴
建于上世纪 9:年代。那段时期，这里的啤酒
业十分兴盛。然而，就在这座啤酒厂成立 .!

年后，厂家就遭遇了经济困难，很快就破产倒
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啤酒厂的建筑被用
作仓库、临时的住所等各种功能。-::9年，这
栋已被列入国家保护建筑的文化地标，新业
主、生产蛋白质的跨国公司 =>?7@A7807找到
了建筑师 B7)3 C4))07) 与 D<8)(;47 EA(!

;7)*(8 以及在室内设计领域颇有名声的
'A4?(设计事务所与设计师 F<;478G，一起来为
这栋啤酒厂思考改建方案。在斯德哥尔摩规
划局与斯德哥尔摩城市博物馆的专家参与的
测量与研究下，设计师们决定选择将这栋建
筑改建成办公室，以及包括员工餐厅、会议空
间、更衣室在内的全新空间。

整个改建的过程历时七年，从决定方案
到具体实施，每个环节都由建筑师、室内设计
师以及文物保护专家的全程参与，直到最近，
改建才刚完成。建筑师用玻璃幕墙替换原有
的结构，同时对楼板进行加固，而替换下来的
砖和木，作为历史保护物的一部分，用作室内
的改建设计中。
在设计室内部分时，设计师挑选的办公

家具都与老啤酒厂的木制梁和柱子色泽匹
配的深色桌椅。照明设计部分，则选择工业
化风格浓郁的灯罩，设计产品基本都选择瑞
典设计师的作品，从建筑到细节形成与这栋
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物进行跨越时空的文
化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