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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结合吉林省长春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规划建筑设计实例，从人、建筑、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介

绍了项目的总体架构，回顾了建筑内外空间、建筑表现形态、环境设计等创作过程，探索如何实现人、建

筑、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过程。

人 建筑 自然 和谐共生

北方绿化中心，并于1988年获批成为国家森林公园，成为我国

最大的人工林场。整个风景区已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结构

的完整生态体系，其中的净月潭因筑坝蓄水呈弯月状而得名。

净月潭滑雪场位于净月潭潭南的人工森林中，每当冬季

来临，这里便有厚厚的积雪，充满关东情趣的旅游滑雪便成为

此处重要的旅游项目。滑雪场在大驾山下松林内，呈现“8”

字形，全长5公里，是亚洲最好的滑雪场训练基地，每年都有

世界各地的滑雪运动员来此集训。国际滑雪俱乐部正是基于以

上需要而建的项目，总用地5.26公顷，总建筑面积15 000平方

米，建成后主要用于接待参加重大赛事的国内外重要人士，同

时也可以作为净月潭旅游风景区内一座高档配套设施的五星级

度假酒店使用。

2  总体架构

2.1 基地现状

长春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选址于净月潭风景区的原圣诞

乐园的场地上，基地呈一片窄长的“树叶状”，基地东北面紧

邻一条约12米宽的环潭公路，西北面及东南面为人工种植林山

坡，山坡上铺满黑松林（约50多年树龄），西南面为大型滑雪

场。基地周边山峦起伏，巍峨壮观，基地远处苍松翠柏、挺拔

刚直，浩瀚林海、茂密如织，自然景观十分秀丽。基地内原有

的几幢小建筑较破旧，有的已是危房，其中东南角保留了一块

较平坦的空地。基地中央有一直径约20米的圆形景观水池。基

地从西南至东北有四条大致平行的小道与环潭公路相连。
鸟瞰图

建筑师沙里宁在其《形式的探索》一书中指出：“人是

大自然的一份子，凡是大自然固有规律及基本观念的精髓，

无疑地理应成为人类的固有规律及其基本观念的精髓。在人

类初始阶段⋯⋯人类是接近于大自然的，凡是他试图完成的

事情，都是本能的真诚和完全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即使人类

在随后的伟大文明时期中⋯⋯人类依旧直觉地意识到大自然

的规律。”[1]建筑设计活动是人类的一项富有创造性的高级思

维活动，也是人类现实世界中人、建筑、自然环境三者之间

关系的重要体现。

1  项目概况

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

据市中心约12公里，景区总面积约83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分潭

北山色，潭南林海，月潭水光和潭东村舍四个景区，以水景为

主，山村衬托，景色秀丽。由于其独特的资源，1986年被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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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思立意

通过对现状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长春净月潭国际滑雪

俱乐部应当遵从“天人合一”的传统儒学观点，以“和谐共

生”为中心架构。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建筑设

计大师时匡教授的带领下，一举取得了该项目的规划建筑方

案及施工图的设计权，“和谐共生”的理念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来体现：

一是构建人、建筑、自然环境三者之间和谐共生，从现状

林木、道路、地形、建筑之间寻找最佳的切入点，避免对山体

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保留原有的林木资

源作为天然屏障和视线背景。充分利用现状道路加以修整成为

可利用的资源，基地中央的相对规整的圆形水池可成为景观广

场的辐射基点。

二是新的建筑尽量在原有拆除建筑基地上和原有预留空地

上建设。建筑要结合山地高差特征，契合地形进行空间塑造和

表皮形态勾画，最终使建筑成为有生命力的单体，与山地环境

有机地共同生长。

三是总体环境的营造要遵循少人工雕琢，多借用原有的生

态自然环境，引净月潭之水将各个功能体连成一个生态整体，

同时通过原有保留的水池和林木以及新种植的林木达到相对的

隔离，以达到私密、宁静的效果。

2.3 功能区划

长春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由主楼，1、2号楼及综合服

务楼4幢建筑组成。根据建筑功能性质和基地现状特征，我们

将“U”字形主楼布置在基地主轴线上，原有的圣诞老楼被拆

除，场地得到了最完善的利用，周边绿化植被也得到了最好的

保护。1号楼布置在基地的东北角，原有的简易房被拆除，利

用原有基地的一块空地建设2号楼。综合服务楼是整个俱乐部

后勤保障中心，设计中我们将其布置在主入口附近，其位置正

好在两条带形绿化植被中间，这样既减低了对主楼及1、2号

楼的干扰，同时也保护了原有绿化植被，整个功能区划动静合

理、互不干扰。

2.4 道路交通流线组织

基地现状从西南至东北共有四条自然道路呈网状分

布在其中，设计中我们全部保留了这些道路，局部稍加

用地现状图

总体立意

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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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以保证整体生态体系不受破坏。基地最北边的一

条道路加以保留作为消防森林防火通道，原有中心道路

用作通往主楼的主要干道，原有主干道北侧和南侧的两

条次干道，我们稍加调整走向和拓宽（以不破坏两侧树

林为准则），作为通往1号楼和2号楼的单独通道。主入

口布置在面向净月潭的环潭公路上。这样的道路结构既

保证充分利用现有道路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现有绿

化植被，减低了建设投资成本，同时也使通往各幢建筑

的流线互不干扰，为各幢建筑的使用创造了较为安静的

生态环境（图3）。

3  空间组织

“我们在构建空间，又在空间中生活，空间既支撑社会活

动，又来自社会活动⋯⋯如果我们去规划与设计空间，我们需

要有意识地去理解空间形态，需要明确地知道哪些空间模式是

好的，哪些空间能较好地容纳社会活动，这些可能是设计的起

点之一。”[2]设计中采取何种空间组织手法，如何使建筑空间

与周边山体环境融为一体，以及为使用者创造安静舒适的室内

外空间环境是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关注和探讨的问题。

3.1 空间体量的控制

通过对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客户群体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认为使用者大致有三类人群：一是国内外贵宾，二是参与

重大赛事的国内外代表团主要领导，三是平时旅游度假休闲人

士。一幢15 000平方米的大楼完全能容纳这些功能，但是一幢

这么大体量的建筑势必与整个环境相冲突，整体空间比例与尺

度与周边山体环境不协调。设计中我们按其使用功能性质将其

分解成4幢建筑，并有序地将其布置在不同的区域，使其与周

边山体环境融为一体。同时为了控制建筑体量，我们对建筑层

数也作了控制，一般为2层，局部3层。

3.2 外部空间的围合

设计中以主楼前的广场为核心，将4幢楼自然有序地布置

 交通流线分析

 主楼一层平面  

1号楼一层平面 2号楼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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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外部空间丰富而又安静的环境，整个外

部空间疏密有致、有张有弛，给人心旷神怡的享受。

3.3 空间渗透

基地周边高耸挺拔的苍松翠柏、茂密的绿化植被、远处

层峦叠嶂的大架山脉，这些生态地域环境深深地印刻在我们心

中。设计时我们对建筑的总体布局、形态空间、建筑的内部空

间，建筑的形式都作了慎重考虑，力争为使用者创造较好的视

觉环境，使室内外空间环境相互渗透。建筑主楼呈“U”字型

布局，保证了大堂共享空间与西南边大架山滑雪场空间相互渗

透。1号与2号楼采用“角窗”、“飘窗”、“落地窗”的设计

手法，拉近人与自然环境的空间距离，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4  建筑表皮形态

“建筑的外立面如同动物和植物的表皮一样具有较强的生

命力，其作用有三：支撑、围护和交流。支撑针对结构，围护

为空间的围合和保护，交流针对的不仅仅是视线，建筑表皮对

社会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柯布西埃‘建筑或者革命’的来

源。”[3]我们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在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的

建筑的表皮设计时，从建筑的材料选择、细部处理等方面来体

现建筑独特的地域特征。

净月潭国际滑雪俱乐部地处中国东北长春严寒地区，在

建筑设计中我们力求建筑的表皮形态有一种“厚重感”，在需

要人与自然环境交往的空间采用断桥中空嵌隔热玻璃采光，剩

余部分尽量采用实墙。在外表皮材料的选择上，我们采用干挂

石材（局部为片石）和玻璃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既古朴又现

代，其表皮肌理能够更好地与周边山体环境融为一体。

在细部处理上，建筑的屋面采用平屋面与坡屋面相结合

的手法，以求建筑表皮轮廓线与周边山势取得和谐的效果。框

架的结构形式使得建筑表皮形态塑造更加灵活和丰富。公共活

动空间如大堂、会客厅、餐厅，可全部采用透明的中空隔热玻

璃，楼上采用点窗处理，而采光系数不高的走道采用大量实墙

面，局部点缀少量点窗，这样点、线、面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建筑的表皮形态更加简约大方。楼梯尽端的“凸窗”、房间的

“飘窗”在形态塑造上给人北方“冰凌”的表皮形态感受，充

分体现了北方建筑的地域特色。

5  环境营造

一条弯曲的景观主轴线贯穿西南和东北，原有的绿化和植

被基本保留，主干道（在原有的路基上加以改造）由主入口通

向主楼，道路的一旁是一条弯曲的小溪，小溪里流淌的是山里

的泉水以及引进净月潭的湖水（循环水），水溪里散落的是大

大小小错落有致的鹅卵石和野山石。景观主轴的尽端是主楼广

场，广场在原有圆形水池上加以改造，一部分为人工草坪，另

一部分为水滴状水池，其上点缀的是冰形抽象雕塑。纵观整个

环境设计，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有的是平平淡淡与周边山地

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基地景观环境。

结  语

大自然环境孕育了生命，创造了人类，人类在自然环境

的活动中造就了建筑，建筑又为人类的生存活动提供了丰富优

美、千姿百态的生存空间。人类的一切建筑活动，必须顺应自

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这就

是人、建筑、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真谛，这也是现代

社会提倡的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观念。我们在设计净月潭国

际滑雪俱乐部的过程中，无论是构思立意、总体架构、功能组

织，还是建筑的表皮形态和环境营造，自始至终遵循“人、建

筑、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也是我们的方案能从众多

方案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得到政府及专家认可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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