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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在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建设的大背景下，三

明都市圈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次级城市群之一。清流

县“怡景书苑”商业与居住项目就是在这个大背景

下应运而生的。该项目地处福建三明市以西的清流

县城区，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本文引入共生思想，探讨如何利用本案以“山、

水、竹、石”为主题的原生环境营造自然景观、提

升住区人文情怀，打造因地制宜、和谐共生的成功

案例，为类似实践提供设计思路和方法。

2	共生思想的设计理念

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源于“共生佛教”，植根

于印度4世纪的唯识思想。它在包含佛教思想的同

时，也向世界各个领域扩展。共生概念涉及到人与

自然的共生、传统与现代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

生、保守与革新的共生、开发与保护的共生等。总

体而言，黑川纪章的共生思想对山地生态小区规

划和建筑设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从宏观、整体

思考入手，综合周边环境、城市肌理等社会因素，

使自然、建筑与人互利共生、共同发展。

3	项目概况

“怡景书苑”小区基地三面紧邻城市道路，一

面靠山，西北部与南侧均有溪河景观，交通便利，

风景秀丽。

基地东西长约460米，南北长约370米，总用

地面积66800平方米。基地呈现西南低、东北高的

总体走向，高差约40米，空间变化丰富，地质情况

良好（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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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设计

4.1 规划结构

根据“怡景书苑”商住小区的地形和定位，综

合考虑场地周围多山、基地坐落于半山、毗邻城市

道路的现状，规划形成了“两心、两环、分阶组团”

的结构特征。

“两心”是指以基地西北角半下沉商业广场和

中心绿化水体景观构成的休闲活动中心。中心绿化

水体景观四周环绕中高层住宅，作为内部最重要

的景观节点吸引大量住户来此活动，增强住区的

向心性；商业广场作为“T”形干道节点，提升城市

公共形象、汇集住区周边人流，体现住区的开放性。

“两环”是指基地主要交通道路形成的两个环线。

外环以人行道路为主，服务于沿住区外围布置的

底层商铺；内环为消防车道，平行于基地周边道路

布置，与东北侧车行主入口和南侧车行次入口紧密

相连。由此，以地下停车为主、地面停车为辅的停

车方式保证住区内外人车分离。“分阶组团”是根

据场地地形，通过土方平衡之后形成多个台地，台

地内部构成缓坡，台地之间存在高差，并通过小区

道路串联在一起；同时，综合考虑基地毗邻城市主

干道、内部道路设置情况、“山水竹石”的原生环境

等，营造出不同意境的小组团，如山苑、水苑、竹苑、

石苑等。兼顾城市公共形象与住户的可识别性，更

加凸显住区的有序化、人性化。

4.2 竖向设计

由于“怡景书苑”基地内部高差约40米，地形

坡度明显。本案在设计之初就坚持顺应地形、化山

地为台地，利用高差、整合自然为景观的理念。优

先处理山地关系，尽量减少工程土方量，既是保护

优美的山地资源和原生环境的有效方法，也是对

传统规划设计构思方式的创新。

4.2.1	人行主入口

住区西侧毗邻城市主干道，设置人行主入口

作为重要的节点空间（见图2）。由于此处存在的

14米高差，顺应地形做成入口大台阶。结合两侧的

绿化景观，使入口具有明确的序列感和导向性，形

成活跃的入口空间意向。大台阶的设置也将外部道

路与内部空间分隔开来，保证了住区的私密与安

静。同时，在台阶两侧分别设置景观电梯满足无障

碍的需要。

4.2.2	半地下商业空间

商业广场与外围商铺的结合，顺应了西南低、

东北高的地势走向。广场采用半下沉的布置形式，

裙房隐喻山地形态采用退台式（见图3）。底层商

业及服务设施在住区周边形成环状围合，骑楼空

间与广场相互渗透，活跃了城市公共空间、提升了

街区开发模式的价值、丰富了住区活动形式。

4.2.3	半地下车库

半地下车库结合地形的设置使地下空间与环

境融为一体，隐于环境之中；在地面可以达到人

车分离、空间环境开阔的效果。设置高窗实现车库

的通风采光，并在顶面布置绿化、设置凉亭等构筑

物，与绿植、水池共同构成中心景观供居民休闲玩

乐，在节地的同时提高住区绿化率，提升居民生活

品质。

图 1：“怡景书苑”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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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单体设计

5.1 不同标高的界面设计

山地条件下，建筑水平方向的自由度受到限

制，垂直方向设计的自由度增大。本案建筑存在不

同标高的入口，将不同功能的流线分离，并利用商

业空间屋顶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增加居民发生活

动的频率，为住区增添活力。同时，架空的方法使

建筑底面与地表接触面积减少，外围景观得以渗

透（见图4）。在气候适应性方面，架空式有利于建

筑底部的通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闽中底层住宅

潮湿闷热的现象。

5.2 户型设计

闽中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短夏长、光照

充足，因此在户型设计中应着重解决通风防潮等

问题。本案户型均为南北朝向，光照适宜，明厨明

卫。山墙面少开窗、开小窗，避免西晒。客厅与餐

厅相对布置，南北通透，符合南方气候特征。且靠

近大门，减少对卧室的干扰，动静分区合理。各房

间形状方正，尺度适宜，便于使用。

出于对沿街城市形象的考量，本案在沿街住

宅的户型设计中加入飘窗作点缀。将面积较大的户

型摆布在小区中心景观四周，达到最大限度造景

和取景的目的，提升住户生活品质并保障私密性。

5.3 立面设计与反思

立面处理上使用简欧风格的“竖向三段式”，

底层砖红色涂料体现出闽系红砖意向。整体的竖向

线条简洁，强调建筑的挺拔感。每层设计出挑的观

景阳台打破单调的立面轮廓。由于南向布置主卧和

客厅，立面大面积开窗保证采光充足，其他立面以

小窗为主。采用传统闽系红瓦坡顶与平屋面结合的

方式，兼顾经济与造型，形成具有现代风格的地域

性建筑意向。	

由于本案的观景阳台均为开放式，建成后许

多居民出于安全性和私密性的考量，在装修时将

阳台改造为全封闭式，破坏了立面的统一感。

可见，在设计前应充分了解居民的生活习惯，

避免出现不符合居民居住意向的设计和不必要的

浪费。

6	不同主题的景观组团		

6.1 山苑

闽地多山，本案所在地段周边便有“三山”——

图 2：人行主入口 图 3：半地下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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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山、灵台山、大丰山环绕。将沿城市主干道一

侧的建筑与环绕商业广场的建筑规划为18层，为

居民“登高望远”提供便利。基地东南侧有一山包，

将靠山一侧建筑也规划为18层，充分引入山地景

观（见图5）。

通过对山景的呼应将组团命名为“山苑”，同

时建筑随山势跌落，形成建筑错落有致、宅院依山

而建、远山借景院中的小区形态。

6.2 水苑

基地周围水系水质良好、水量充沛，具有出众

的自然景观优势，为住区水景营造提供便利。通过

对住宅高度的合理规划，引入基地以南溪河景观，

达到“借景”的目的（见图6）。

以人行入口跌水喷泉和中部水体景观形成的

水景轴线，与基地南侧溪河相呼应。人行入口的喷

泉结合地形层层跌落，充分考虑行人的视觉感受；

中部的绿化水景广场，借鉴中国古代园林理水之

法，水岸线曲折萦回，以求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

结合水景，周边布置大户型住宅（见图7）。结合水

体设置亲水步道、栈桥等，营造出清新活力的社区

图 4：不同标高的界面设计

图 5：山苑观景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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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提升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生活品质。

6.3 竹苑

本案基地内有大面积原始树木和保存良好的

山地植被。本着生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规划保留

现存景观中尽可能多的自然要素，以中高层建筑

组团减少生态破坏，与自然环境之间保持“动态

平衡”。

清流地处林区，竹林茂盛。本案以竹文化为主

题，就地取材，用本土的毛竹配合原生树木，在宅

间庭院造景。既营造了和谐生动的物质空间，又具

有良好的精神氛围，体现出环境的地域性。

6.4 石苑

本案规划基地内有数块较大的天然石头屹立

于山腰，犹如从山中生长而出。因此以石作为主要

景观节点的“石苑”，不但组织周围景观更具装饰

性，且增强住宅组团的标识性。在天然石块上刻字

作文化石造景，水池、小径边及主要景观节点铺地

以当地卵石为材料增添野趣，砌筑岸石烘托水体

的清澈灵动，多种类、多用途的石使住区更具观赏

性和生动性。

7	结语

在建筑界，共生思想常被用来作为设计依据和

设计方法论。它提供了一种处理住区与原生环境、

人与自然、人与建筑关系的价值观，有助于提升山

地人居环境，有助于实现住区空间的多元共生。“怡

景书苑”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实践案例，在社区人性

化、建筑生态化、景观自然化方面，对闽中地区山

地住区规划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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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水苑景观图 6：水苑观景视线

房地产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