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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自然，和谐共生
——灾后住宅重建探索

韩林飞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系副主任  教授

将题目命名为“妙法自然，和谐共生”，意在探讨如何从人和自然的相处中吸取经验，从灾害中得

到启示，从而指导建筑设计。5•12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希望通过一些设计将临时性的住

宅和长久性的住宅结合起来。

一般来说，震后的临时安置房全部是帐篷，但因为帐篷是一次性的，塑料材料对环境有很大的影

响，并且帐篷没有很好的隔热、保温等物理性能。因此，如何把临时性的设施和长久性的设施结合起来？

针对灾后住宅重建中的建设资源短缺、建筑垃圾、心理救助、二次灾害等问题，我们认为住宅重建

要结合地形采用简单、规则的平面和连续均匀的结构形式；可底层架空，防止泥石流、水灾；可利用地下

室提高抗震性能；楼房之间应有一定的避难间距；建筑之间可以聚落相互联系，提高整体抗震性能。作为

建筑师，设计的出发点是要使原生态的文化和外来的生态有机结合。我们认为援建活动也是自然增长的过

程，而不是短期的或者人为强加性的过程。因此，援建的方式和政策也是应该结合自然的有机生长。

经过以上的思考，结合汶川地域特点，我们将传统民居建造与现代抗震技术结合，提出了灾后住宅

重建的可行性方案。其中，临时住宅设计以大规模快速工业化建造及二次利用集装箱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为

设计出发点，永久住宅以维护建筑整体抗震性及居民对建筑的可持续改造利用为设计出发点。

1  临时住宅设计——废弃集装箱的利用

集装箱到了灾区以后，里面的东西被使用了，集装箱本身则闲置下来，那么这些集装箱是否可以利

用起来？首先，集装箱尺寸为3.6m×5.4m，较为符合房间的尺寸；第二，材料为金属，把边缘加固并

使用保温隔热的材料，就可以变成长久的居所；第三，集装箱可以两头打开，解决了通风问题；第四，

对集装箱的再利用，可以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集装箱住宅进行了探讨和概

念设计。

集装箱住宅结构示意

结构体系与体块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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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体设计：钢骨架 + 复合木板

单体设计以功能分隔及舒适度设计为目的，以钢骨架为固定结构，以复合木板为初期分隔与维护材

料。当使用寿命结束后，居民可以采用地方材料进行替换，也可将复合木板作为内芯，在其外部包裹新

的材料。通过材料的替换，建筑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体现住宅的地方性特点。

住宅前部分为钢结构体系，由9个2.13m×2.17m的方块组成。选择这个尺度的理由在于集装箱端部

两块可以用作厨卫部分的屋顶，方便通风；将厨房与卫生间单独分离出来，减少对后面休息空间气味上

的影响；其余的三块用来满足后期住房面积紧张之后的扩建。在建筑底部用钢架架空，能实现良好的通

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泥石流的袭击。架起的结构也会为建筑的成长提供良好的背景环境。

（2）单体组合 

单体组合以每两户构成一个组，将集装箱进行叠加，可以节约土地。尾部集装箱有2m的错位，利

于房屋的通风和散潮。考虑到集装箱中厅和自然的关系、底部架空结构和土地的关系，每户内部设置一

个小型的天井院，老百姓可以进行加建将其变为室内空间。

（3）群体组合

群体的组合涉及到群体形态控制的问题，我们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进行了相应的模拟设计。对于

较为规整的用地，集装箱可以整齐排列，连续的集装箱顶部可用于晒粮或其他公共活动。对于较为苛刻

的用地条件，每个组合则顺应地形进行排列。当连续的组合初具规模时，就可以模拟出原有自然聚落的

形态。虽然可能有一些规划的痕迹，但是由于老百姓可以进行加建和改变材料，建筑仍会反映出当地的

特色。

2  永久住宅设计

我们希望使用完整的结构进行抗震，从而实现永久性住宅。将连续的结构与山体相结合，将使用部

分和原有村落的空间关系相结合，用整体框架做建筑布局，强调整体性。这一整体性的结构对于本土的

单体设计

单体组合

单体内部透视

群体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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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是一种提炼，包含本土空间中的巷落、平台的转折关系，那么羌族的文化特色就与现代稳固的

抗震结构结合在了一起。

这种新的居住模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以3.3m作为模数钢构。框架完成以后，可以把不同的居民有

机地组织进去，外面的框架形成有序的室外公共空间，而且可以根据需要从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进一步

增长，为整体的聚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具体的建造中，应当根据地形和当地的生活习惯完成框架结构，例如早期使用钢结构，后期可

使用木材甚至当地的竹材；完成框架之后，当地居民选取户型，然后在柱间建造隔断墙体（墙体在最初

可考虑用活动板、模板等临时材料，后可逐步采用当地的石材砌筑）。此外，一部分框架初期可以不使

用，后面可根据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或者人口的增长进行扩充。羌族的民居文化特别是某些文化符

号，是建筑师无法复制或者生搬硬造的，这部分的工作希望交给当地的同胞来完成，形成一种带有原生

形态的建筑风貌。

汶川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对灾后重建提出

了严峻的考验。要解决几十万百姓的居住问题，需要一整套快速建造的模数化体系，同时吸取此次地震

中房屋倒塌的经验以及国内外灾后重建住宅抗震设计技术，探讨抗震、减震的永久性房屋建造模式，为

灾区住宅重建提供可行性思路，缓解灾区居住压力，为灾区居民提供安全可靠、抗震的住宅模式。 

3  四川德阳罗江县略坪小学方案设计

在对灾区进行的实地考察中，我们为临近德阳、震毁严重的罗江县略坪小学设计了教学楼。投资方

给出了标准化、模块化的建设规则，我们希望在此规则下尽可能地为师生创造更加人性化的学习和工作

空间，同时体现地域特色。

小学立面图

本土空间形态提炼结构框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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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面积约为6 000m2,设计方案很简单，采用整体性的结构，使用简单的材料。设计把交通和基本

功能结合，包括疏散通道、室外避险场所以及室外运动场功能。垂直方向的疏散中，设计了一些大的平

台和开敞空间。建筑材料使用由当地灾后建筑垃圾打碎以后制成的板材，用不同的颜色进行表面处理。

室内空间上强调走廊等公共活动空间的传统元素，并使用了竹子等有机材料。略坪县小学的教学楼已经

竣工，结构材料是完整的，同时设计了竖向和水平的遮阳板，包括室内的门窗采用了简洁的处理方式，

满足了学校的要求。

4   结语

作为国家政策援建的区域，要想使其得到更新，需要赋予它自然生长的过程，而不是用填鸭式或者

激素式的方式进行重建，因为这只能解决一方面或者一时的问题，但是会给今后带来更多的问题。对于

建筑师来说，在极端的条件下如何把稳定性的设计和与自然的关系结合，是需要更加长远和深刻思考的

问题。

建成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