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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的居住空问越来越现代化，同时也越来越脱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并非为单纯的物质进化的结果 ，是受多 

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创造人文化的居住小区，将是住宅设计的新领 

域。 

[关键词] 住宅；城市；人文 

[中图分类号]TU~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02)03—0o61 02 

11lemeal of re~denfial bII叫 ng’s desi in i雎 

ZHGAG Teng 

(GI瑚gdong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Ltd．，Guangzhou 510Q55，China) 

Abstract：In recently years，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ization，people’s traditional living ∞ have been leave far away,this is not 

onlythe result ofthe progressinmateria1．but alsotheinfluenceof varies elements．The Flew living styleis alsoinnuenced bythetraditional culture 

slowly．To create a humanistic residence will become a new point in the resid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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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每天都有大批的住宅在建，越来越多的人告别 了 

老城区，住进了楼房 ，然而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因此而提高? 

现今住宅发展还欠缺什么方面? 
一

、交往的需要 

人类在基本的物质基础上还有精神需要 ，精神需要之一 

就是人类从来都有聚居的天性，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既有相 

对私密性的厢房，也有用于公共活动的空间——天井。纵观 

我国社会居住建筑的发展史，从围火而居的原始村落，到院 

落式住宅，再到现代化的居住小区，都存在着一个”围”的共 

性 ，虽然在这种变化中我国文化的特性越来越淡薄，但无可 

否认的是：围合反映了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团体性，强调 

个体对集体服从的文化特点。所以，在我们引进了各种欧美 

式的居住小区设计后，并没有真正感受到高质量的生活品 

质，我们到底欠缺了什么?精美不逊欧美的装修，现代感十 

足的外立面，宽敞的绿地、游泳池，这些高额的投资迎合了” 

刚富起来”的人们对欧美风格的推崇，而实际上人们的心理 

需要被忽略了。实际上，我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具有某种风格 

的豪华建筑，而是简单实用，具有亲密邻里关系的大量城市 

背景性的居住建筑。 

对比旧的四合院与新型的集合住宅，今天的住宅改进的 

应该是居住的舒适与私密性 ，而人的交往空间、看与被看的 

环境应得到保留，也就是说，物质需要被改进了，精神需要却 

应该被保留。从中我们大概可以领悟，现在的住宅缺少的是 

什么。不是豪华的装饰 ，而是真实生活的多样性空间。不是 

说套内面积逾大，就能逾满足居民的需要 ；不是说进入了新 

的生活模式，住宅就不需要营造传统的交流空间。 

曾经看过香港的一个居住建筑的学生竞赛，获得冠军的 

作品是一座朴素的现代建筑，它的最大特点是各式各样、错 

综复杂的楼梯，楼梯 自下而上 ，时而外露 ，时而穿越各个套房 

的公共空间，时陡时缓，时宽时窄，形成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趣 

味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个楼梯所形成的各种空间内进行上下 

左右的交往活动，小小的楼梯成 了联系住户之间的纽带，一 

栋大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区。从我国实际现状来说，要发展 

传统形式的住宅建筑，将面临经济、效率等多方面的问题，菊 

儿胡同毕竟只是极少量的实验建筑。在大量的居住高楼已 

经拔地而起的今天，创造适应时代变化的邻里空间将是值得 

研究的广阔领域，像时兴的空中花园，屋顶花园，代表了现代 

居住建筑对单一功能空间的新发展，用少量的经济指标换取 

更高的生活质量，将是今后楼市的新卖点。 

二、简化的需要 

“少就是多”，柯布西耶所强调的这个概念也许造成现代 

建筑步入了冰冷、单调式建筑风格的窄巷，但不能否认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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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同时创造了城市完整的建筑风貌，同时简化的背景更能 

衬托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建造 了风格各 

异的住宅楼，都在宣扬各建筑物的不同风格和特色，但这个 

城市并不因此比一百年前的故城更漂亮。对一个整体来说， 

类似更能创造和谐，大多数外表朴素的建筑才是城市风貌的 

最好衬托，有特色、标志性的建筑只是城市中少量的点睛之 

笔 ，太多太滥反而显得零乱。走在现代化的 日本东京街头， 

你也许会有一些失望 ，没有多少华丽的公寓大厦，有的只是 

多层住宅灰暗的外墙 ，一个又一个的方盒子，甚至有杂乱的 

电线杆破坏了建筑的立面，但是只要登上东京的至高点，就 

会发现东京的好建筑不少，体育馆、办公楼、会展大厦，与城 

市的公园绿地相互映衬 、疏密有间，创造出优美的城市公共 

空间，至于那些五六层的大片住宅区，则成 了城市景观的最 

好背景。所以尽管东京有大量的高密度住宅区，但无损东京 

湾的美丽。从单体看 ，我们的建筑并不 比人家的逊色 ，但整 

个城市的风貌就不够鲜明。有人会说这是属于城市规划范 

畴的问题，可是作为建筑师，如果在进行单体设计的过程中 

考虑到整体的协调性，建造更符合本地气候特点和文化特征 

的建筑，对建筑艺术的领悟才是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建筑大 

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造作 、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 

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我们热衷于在城市中不断兴建华 

丽的高层住宅楼 ，而一些住宅的管道问题却由于现在还没有 

有效的解决方案而造成持续的污染；城市的交通问题随着经 

济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国大城市市区机动车平均车 

速已从 80年代的 2o公里左右下降到 目前的 12公里。如果 

我们的设计师们能够多做一些面向社会大众的规划设计，我 

们生活水平将会提高的更快一点。 

当然简化并不等于统一 ，每个城市都有其特定的风貌， 

这是当地历史和人文结合的产物。整个世界趋向于经济一 

体化，因此城市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但并不等于各个城市 自 

然形成的特点和人文文化会统一。杭州青岛都是青山绿水 

的花园城市，香港上海都是高密度的商业城市，它们之间的 

自然特点和人文文化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建筑也是如此。各 

个城市的住宅根据本地区的特性设计，必然会产生各自的魅 

力。 

三、技术的需要 

随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现代的住宅也相应产生了一 

些新的类型：如为 SOHO一族设计的住宅；把生态花园搬到 

楼上的住宅；上海甚至要建造”垂直之城”以适应 2050年上 

海的人 口将会 比现在的人 口多一倍 (要超过 25oo万 )的需 

要 ，届时上海要比现在大 3倍的城市地域面积才能发展。要 

建造这样的新型住宅，技术将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对 

比西方，我们的建筑设计实际上许多技术性的东西还做得不 

够。如为适应 SOHO一族的特殊工作需要，单是在居室内设 

计工作室、铺设网线等还不够，最好能在楼内有 多功能的小 

型会议室及更全面的信息交换系统。如 日本新时代的实验 

住宅 sI住宅，是面向 22世纪的高耐久 、超灵活、具有多种可 

能性的集合住宅。所谓 sI住宅，是指住宅的结构体 s(skele 

ton)和居住体 I(InfiU)完全分离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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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住宅的躯体、共用设备和共用空间所组成的结构体 

(skelecon)——具有 100年以上的耐久性 ，从环境资源的保 

护，社会经济的观点出发进行设计，从而提高了住宅的资产 

价值。 

由各住户的内部空间和设备所组成的居住体(Infil1)一 
一 则以其灵活性和可变性为主，对应于家庭成员，生活方式 

和使用方式的变化，住户内部分割可灵活多变 ，面积可大可 

小，为居住者持续安心地使用提供了可能性，提高了住宅的 

使用价值。 

sI集合住宅的结构体(s)具有现有集合住宅 3倍以上的 

耐久性。以现有集合住宅 50年左右就需重建 ，sI集合住宅 

的居住体(I)30年左右一回改修或改建来计算，sI集合住宅 

可节约总费用的 2o％。从环境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来看，sI住宅在已经到来的 21世纪逐渐成为主流是必然 

的。 

具有超灵活性的居住体(I)可适应各种类型的住户的需 

求，可安心、持续、长期地使用。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讲运用 

sI住宅体系则可进行多种组合的全新策划。 

像这样考虑到各种需求的可能的灵活多变的住宅，已经 

在实施阶段。我们也常说要发展生态小区、生态住宅，但是 

只停留在表面上，多集中在水的回收、垃圾处理、集中供热、 

高绿地率 、清洁能源等方面；在城市这一层次，多停留在经 

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战略上，对工程技术可持续 

发展的探索几乎为零，有待于业内人士和各界的关注。 

四、与城市相联系的需要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激增 ，居住小区郊区化成为不可逆的 

趋势。然而郊区化居住小区不能切断与城市的联系，城市是 
一 个巨大的包含商业、娱乐、交往的多功能综合体，居住小区 

的主要功能就是居住，它不可能具有城市那样全面的功能。 

西方国家从积极发展卫星城到重新恢复旧的城市中心活力 

的这一尝试，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在考虑城市郊区化发展时，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我国 

城市和未来可能的城市设想成类似美国那样的城市，而且大 

体上认为中国也可能成为汽车社会。其实，那种建立在汽车 

社会上的城市发展模型，不一定适合中国。 

美国人日益意识到，作为汽车社会的城市格局固然带来 

效率，但也给生活损失了太多东西。很多人星期天休息时， 

只能开车带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逛 ，而纽约则不同，很多富 

人都没有车，但从4 2街到第五大道，到格林威治村，都充满 

了人情味。 

与今天不同，古时的城市居民大概能更 自由地建设 自己 

的居住环境，来到”十里秦淮”，依稀能想象古代达官贵人和 

平民在这里消遣娱乐的场面，有趣的是读书人的书院也在旁 

边。还有”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一派街市景象，都令人感受到 

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在衣食住行中，住是与其它三方面相一 

体的，单纯地考虑一样 ，都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现代居住建 

筑怎样完善 自己，或许该多考虑以上几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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