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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葫芦岛市海滨展示中心设计

一

摘要 文章介绍了元建筑设计的葫芦岛海滨展示中心

项目。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通过明确的推理过程 , 提

出控制整个设计的剖面策略。并在此基础上 , 通过不

同功能体量间的冲突 ,演化出意料之外的空间复杂性 ,

最终使该建筑成为公共的舞台。文章同时探讨了建筑

师如何在商业项目中拓展建筑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的问

题 。

关键词 元建筑 公共舞台 简化的动势 意外的复

杂性 公共与商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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粼翠

公共舞台

葫芦岛市位于辽东湾的西侧 , 距离北京仅 小时

车程。该项目基地位于葫芦岛市以南一个尚未开发的

海湾。这里拥有整个渤海地区所稀有的资源— 海滩 ,

同时 , 作为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交汇点 , 每年吸引

数以千万的游客前来度假 。这一海湾地处两山环抱之

间 , 曾是当地渔民的一个避风港 , 而即将建成的全运

会体育场馆将会成为整个海湾的活动重心 。业主希望

在海滩附近建造一个展示中心 , 作为他们开放这片区

域的第一步 。

这座建筑旨在吸引公众的注意 , 成为葫芦岛币甚

至整个沿海地区热议的话题 。在这个 目前一片荒芜 ,

只有几个巨型工地的环境里 , 项目试图创造出一个具

有 “公共舞台 ” 性质的空间 , 不仅希望能够吸引前来

参观的特定客户 , 更能引起整个海滩上的公众关注这

里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因此 , 建筑选择了一个邻近公

共活动海滩西侧的位置 , 距离涨潮线只有 。最

初确定基地位置的时候 , 附近的海滩上散布着废弃的

渔船 、 临时的棚屋 、 渔民们晾晒的渔网。由于没有明

确的场地限制条件 , 要求建筑师必须冷静 是让建筑

受到更多的限制 ,还是尽量让它变得更加公共 、开放 ,

项 目来说最有利的资源是海湾的景色 , 实现在不同标

高层次上观看海景便成为建筑自身的要求。通过对海

滩地形的研究 , 剖面上显示临近岸边的沙滩由于潮汐

堆积起一道 一 高的 “沙坝 ” , 而退在其后的基地其

实处于一片相对略低的洼地中。由此推导出关键的剖

面 建筑的主体需要成为一个 “悬浮的盒体 ”。而为

了将景观优势最大化 , 参观人流从背海一侧进入建筑 ,

随即上到二层的面海空间 , 同时盒体下面覆盖的空间

贝完全向公共海滩游客开放。控制整个建筑的实际上

正是这一剖面 , 以及由这一剖面所带来的空间特征

建筑主体为一个 的悬挑盒体指向海

岸 , 南侧可以透过巨大的通高玻璃幕看到整个海湾的

全景 。而控制建筑的剖面在东立面 朝向公共海滩

上直接呈现为悬挑形式 , 通过建筑内部的公开化 , 将

孤立的事件转化为持续的 “面向公众的展示 ”。西侧

是环抱海湾的山脉 , 建筑在这一侧设置了可以眺望远

山的露台 , 每天下午西斜的阳光都会从倾斜的屋顶射

入通高的展示翌间 。

简化的动势 行

元建筑最终的选择与其说是一种高度概括的解决

万案 , 不如说是一个简洁明确的推理过程 。对于这个

意外的复杂性

主体逻辑上的简化 , 是否会导致罕间过于简单而

缺乏丰富性 , 是元建筑一直关注的问题 。该项 目尝试

在一个简化的剖面策略上 , 通过体量自身的组合方式

达成空间上的复杂性 。

建筑内部主要划分为首层的接待区 , 包括大堂和

力、公室 , 以及二层的演示洽谈区。层数及朝向不同的

各个空间通过一个位于建筑中央的楼梯间联系在一

起 。但这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楼梯间 , 它既是所有流

线的交汇点 , 也是整个体量的重心 , 悬挑结构最重要

的两榻析架在此相交 。 在剖面上 , 倾斜 的方形

盒体以一种坚决而略显 “生硬 ” 的方式贯穿建筑的首

层 、 二层和屋顶 , 在每一层的空间内 , 现浇混凝土盒

体的转角部分都直接暴露 ,呈现出一种形体上的冲突 。

同时为了给这个封闭的承重结构增加通透性 , 楼梯盒

子的混凝土围合面上设置了 个贯通壁厚的 , 大小

万向不一的椭圆形洞口〔

在楼梯盒子西侧突出于悬挑部分下万的 , 是通高

的展示空间。虽然结构上也起到承重作用 , 但与楼梯

盒子截然不同的是 , 这一玻璃立方体完全透明 , 这就

意味着 , 在展示空间首层可以欣赏三个方向的海滩全

景 。楼梯盒子与展示空间之间 , 是一个露天的内院 。

这个整个建筑平面最中心的部位出人意料的空闲 , 事

实上它可以很好的将自然光线引入建筑的后部 。而在

二层西侧 , 长 的架空连廊从建筑内部直接穿越

另一侧临时建筑挑空的大堂 , 让参观人流便捷地进入

样板空间 。

元建筑希望通过这些体量及材质间相互 “冲撞 `

的方式 , 在空间各处构成似乎未经过处理的 、 粗野的

张力 , 并借此达到一种意料之外的复杂性 。这一策略

从倾斜的混凝土楼梯盒子逐步推广至其他功能罕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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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高的展示空间 、贯穿建筑中心的内院 、咬合两个

体量的连廊 、 倾斜的屋顶 、 甚至立面上的旋转开窗。

现代建筑中功能与空间的契合 , 通常以一种细致

的组合方式 ,经过精确计算以达到某种形式上的平衡。

我们所熟知的复杂性 , 都是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力量

的精巧协调产生的。因而在最终实现的建筑中 , 无论

外部形态具有何种表现形式 ,内部功能空间总是以 “宜

人 ” 的尺度及材料搭配来实现 。而在该项目中 。建筑

师先使每个功能构成一个可清晰辨识的体量 , 进而尝

试怎么让不同体量间彼此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并非通

过任何附加的 “设计 ” , 而是通过功能体量间内部力

量的调节 不同倾角 、 高差 、 材质 , 甚至光照的方式 ,

得到不同于细致处理的结果 , 坚决而生动 , 粗野并充

满活力 。简单的剖面逻辑由此演化成为 “意料之外的

复杂性 ”。

公共与商业的结合 。泊肠 内 让 心 匕》

从最初的剖面开始 ,整个建筑的动势造成一种 “跃

进 ” 的特征 , 而这一特性 , 建立起建筑物与周围原始

荒芜的环境之间的一种对比关系 , 使得该项目成为业

主态度一种自然的流露 , 体现了其建立新生的 、颠覆

本地建筑生产习惯的 “跃进 ” 姿态。

虽然它的建造是商业性质的 , 它却成为整个地区

最公共的建筑 。建筑由内而外最大程度的向公众开放 ,

将公共海滩的人流不断引向这一 “公共的舞台 ' 。商

业 目的与公共功能性的结合 ,成为本建筑的一大特征。

甚至 , 业主希望在三年后当他们的开发项 目建成时 ,

将这一建筑捐给当地政府用作海滨管理中心 。

结语

元建筑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这一从零开始的 “商

业 ”项目当中 , 把它看成一种拓展 “公共性 ”的机遇 ,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契合 。这一实践表明 , 通过对

业主需求进行深入分析 , 并对实际功能进行清醒的再

定义 , 同样可以在严肃的商业项目中探讨建筑与公共

空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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