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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城市更新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和主题。在此背景下，一些三、四线小城市的更新现状

往往是城市主干道的建筑物建设的雄伟壮观，有模有样，而

内里街巷的建筑物破败不堪，呈现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

中”的状态。这是非常典型的城中村现象，也是城市更新中

最主要的改造对象，改造“城中村”也是如今城市更新发展

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而如今大多数的城市规划建设者

对当地的历史文脉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城市肌理的体现

和单体建筑设计方面缺少深入创造性的表达。在常德老西门

窨子屋博物馆设计项目中，建筑师曲雷和何勍在留存城市记

忆和延续城市肌理的基础上进行建筑单体创新设计，通过历

史和现实的对话，复建了常德传统民居——窨子屋，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结合。

2 建造背景

窨子屋又称“一颗印”，是中国湖南特色传统建筑，

既是徽派建筑风格，也是湘西民居的代表形式，有着深厚的

历史文脉底蕴。但是在战争和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过程中，湖南常德市内的所有的窨子屋都被拆除 [1]，延续千

年的传统建筑民居文化也随之消亡。窨子屋建筑作为城市发

展更新的见证者，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常德人的记忆，也承

载着常德人对历史的遗憾和对未来的希望。为了留存这份记

忆，也为了文化的传承，经过建筑师团队四年的考察设计，

窨子屋得以重生。老西门窨子屋设计项目恰巧是在中国常德

市最后一座被拆除的窨子屋遗址附近，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始于复建，是对历史的回顾，现实的续写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3 设计分析

3.1 平面与功能
窨子屋博物馆采用的是“回”字形的布局方式，南北

向的三进式院落，和南方传统民居的格局大致相同。建筑整

体自东向西布置，分成三个部分：东厢、西厢和八斗厅。主

入口在东北角，从主入口进入东厢，东厢是由四个小天井环

绕着地下庭院组成，建筑空间围绕着天井和庭院布置，现代

感更强，是“现代窨子屋”。穿过东厢来到八斗厅，八斗厅

是由八个天窗组成，取谢灵运称赞曹植“八斗之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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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常德湘楚之地人杰地灵 [2]。穿过八斗厅来到西厢，西厢

是由三个传统庭院串联构成，是“传统窨子屋”。中央轴线

以南北庭院中央双层通高大厅，即八斗厅将东、西厢连接起

来，贯通古今，实现了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相互融合。如

图 1 所示。

实用性是建筑营造的最初目的，所以博物馆的开间

和进深都是适应现代的使用功能要求确定的：进深均大于

4m，中间跨度为 5.5m，呈现规整的长方形。建筑总共为二层，

东厢部分的两层是车库、接待室等的辅助空间，西厢部分的

两层是餐厅、展厅和展廊等的公共空间。在八斗厅的中间，

有一座桥梁连接东西两部分的交通空间，也是为了满足两个

空间的安全疏散要求。

图 1 屋顶平面图

3.2 空间与造型

窨子屋项目对常德来说是一个有着非常特殊纪念意义

的博物馆，建筑师曲雷和何勍提出不希望这个项目只是一个

仿古的复建项目，希望它是一个灵魂的栖息之地 [3]。所以，

在空间和造型方面，既要沿用传统窨子屋的设计手法，也要

推陈出新，创造“物我合一”的空间，能够迎接灵魂的共鸣。

窨子屋四面高墙环绕，采用的是四水归堂的内天井形

制，方方正正地围成一个印章的形状。四面屋顶均向天井倾

斜向下，四面雨水流入堂前，又称“四水归堂”，寓意着“财

不外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美好愿望。建筑的主入口在

东北角，坐北朝南，一处凹入的楔形入口空间打破了窨子屋

两层高的外墙，在视觉感官体验上减少了厚重感，也丰富了

空间形态。

天井是窨子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厢分布着若干个

天井，作为一个室内向室外延伸的围合空间，在功能层面上，

可以很好地满足采光、通风、换气等需求；在精神层面上，

通过折射的光影变化，晦明晦暗的虚实空间可以构建出富有

哲理性的、天人合一的场所精神。院落是博物馆的核心，在

窨子屋中，庭院以传统的方式凹陷，中庭的屋面以现代的方

式凸出，传统的庭院和现代的中庭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

凹凸之间，看似无序实则有序，寓新于旧的设计手法，不拘

泥于古法的设计逻辑，贯穿在建筑和自然的每一个角落，如

图 2 所示。

图 2 鸟瞰图

3.3 装饰与结构

窨子屋博物馆不仅仅展现了四水归堂的厅堂和“天人

合一”的庭院空间，还包含了现代建造技术和使用标准。安

全是建筑营造的基本要求，博物馆是建筑师和工人团队一起

研究、一起建设的全榫卯的木建筑，虽然木建筑有其建造标

准，但在建造时，对于木材的力学性能和材料强度等没有很

明确的考量，因此采用的是民间“经验式”结构系统，在设

计时，也通过放置 1 ∶ 1 的一些大样去研究传统的建造形式。

在窨子屋博物馆中，运用的所有的工艺和技术均达到了现代

使用要求，全榫卯的木建筑，无一颗钉子，在格栅下面也都

有现代的轴承和工艺建设。

博物馆的外墙是从湘西北收集的一些旧的砖瓦构筑而

成的，12m 高的墙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去和结构搭在一起，

四个赏墩是从几百个赏墩里面挑选出来，经过现场的切割适

用于现代的建造形式，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成了窨子屋中

极具观赏性的一部分 [4]，如图 3 所示。陶瓷是在中国景德镇

由建筑师团队自己烧制而成的，作为门的把手和墙面的一些

装饰都在窨子屋中得以展现，如图 4 所示。

在装饰方面，窨子屋采用的是牛腿的斜撑和蟠龙图案，

在尺度细节上加入了一些现代的演绎。传统窨子屋的大门大

多都是以青石筑成，非常重视大门的装饰，在窨子屋博物馆

的四组门楣上，雕刻着书法作品，西门和北门也雕刻了寿字

符和山水纹样，充满了丰富的历史文脉底蕴。窨子屋博物馆

最终是一个由传统建造的窨子屋和现代的新的建造形式共

同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小型博物馆，通过材料新与旧的结合，

木材的暖调和玻璃幕墙的冷调碰撞出了恢弘的气势，让每个

空间都有各自独特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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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景德镇定制的门把手图

4 更新策略

4.1 创造性
创造性即尊重建筑原有平面和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进行

新的建筑设计。常德窨子屋是当地传统的居住形式，它的建

筑形式也是非常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居民的居住习惯，在窨子

屋博物馆的设计中，建筑师团队为了项目的重建能更好地传

承历史文化，在设计上基本保留了传统窨子屋的平面和空间

布局，但是对其功能分区和交通流线等进行了重新调整，保

留、改造与新建共存，将木建筑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5]。在

城市不断更新发展的背景下，建筑单体设计需要创新性，以

适用于现代建造形式和现代社会需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和当代社会人们的消费观念。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单体建筑如何实现创造性设计呢？

其一，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人文关怀。当下，设计的目的就是

服务于生活，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建筑设计中要以人

的需求为主，让人们对建筑有亲切感，产生归属感。其二，

注重建筑和环境的融合。常德老西门是一个具有人文质感的

空间和场所，窨子屋博物馆是融合环境延续不变的人文关

怀。所以在设计有特色有个性的建筑时，要结合当地的气候，

居民的居住习惯等，关注人文精神，才能让建筑富有创新性。

4.2 协调性
协调性是指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在窨子屋博物馆设计中是采用的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的方式，庭院与天井、传统的开窗与玻璃幕墙、木材料

与不锈钢材料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既具有丰富的历史文脉

底蕴，又适应现代化需求。传统工艺与现代建造技术结合，

在尊重原有的空间肌理的基础上，将一个传统窨子屋改造为

具有多种社会功能的现代公共空间 [6]。其中新旧材料与工艺

的碰撞结合，传统的封闭的空间和现代化的开放空间协调叠

加，既激活了空间，又重塑了场所精神。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单体建筑如何实现协调性设计呢？

其一注重建筑材料的协调。材料是建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古建筑中大多使用的木材料，现代建筑大多使用的是钢

筋混凝土或者其他材料，将二者结合使用，便能体现中华文

化的协调发展 [7]。其二注重结构设计上的协调。当下，虽然

现代建筑结构大多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但是这种结构在一定

程度上是可以和木材正确使用相结合的，有利于发扬传统 

文化。

4.3 原真性
原真性即要充分的挖掘使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了

解当地的气候特征和居住习惯，不能单纯的“仿古”，要使

人们产生归属感，家一样的感觉。在窨子屋博物馆设计中，

图 3 空间轴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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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的外墙也使用的当地旧的瓦片砌筑而成，常德盛产莲

子，博物馆一些门的把手和墙上的一些装饰是莲子状的陶

瓷。运用本土材料，打造温暖人心的场所精神 [8]。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单体建筑如何实现原真性设计呢？

其一是保护和延续传统建筑。其二是当地取材，运用本土材

料。保留建筑的原真性，就是要确保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有

机融合，对历史的复建，延续历史，展望未来。

5 结语

当下，我们需要传承发扬历史文化去做设计，设计的

出发点要有准确地判断和传统建筑保护的观念，建筑要有整

体的完成度，实际上就是在建筑、景观、室内等进行连贯的、

全过程的设计。传统建筑的保护、改造和复建会越来越多，

因此对于建筑师而言，需要激发更新观念，形成系统地工作

模式，同时在政策配套上、专业整合上和公众对传统建筑保

护与复建的教育观念，都需要整体提升，这样才能促使传统

建筑的更新和复建走向更高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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