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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于山间——邢良坤陶艺馆建筑
Poetic Ceramic Xing Liangkun Museum in the Mountain

撰文   赵剑峰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建筑设计   UDS建筑师工作室

建筑地点   大连市老虎滩风景区（国家5A级）

摘  要

关键词

邢良坤陶艺馆实践式地探讨了风景区新建文化建筑对环境已有秩序的再梳理，以及对场所精神

重心的再确定。邢良坤陶艺馆因为所处地域环境体系的多义关系，使得建筑师需要悬置建筑自

身功能，对场域特征有所回应。通过对邢良坤陶艺馆建筑的分析，探讨建筑与环境、文脉的关

系，以及建筑内部空间形态和功能的空间意义。

场所精神 空间围合 空间交流

UDS建筑师工作室近期作品——邢良坤陶艺馆坐落于大连老虎滩

风景区，是当代陶艺大师邢良坤的创作、展示以及生活空间。建筑与

景区标志虎群雕塑通过景区道路串接联系，同时映衬于远处略平缓山

体中，又没有其它建筑遮掩，建筑进而与雕塑形成纵深方向的层次关

系。雕塑的现代感和整个城市的现代化气息，使建筑的风格有了很好

的定位，场地构成元素的简洁性也对建筑的气质有了要求。

建筑设计在立项之初就对设计师的创作工作附加了些许“限

制”。其一，因为建筑场地位于国家5A级风景区，要对上世纪80年

代原有建筑拆除新建，同时需要保留原有建筑的基本技术经济指标：

原有建筑决定了新建筑的边界范围，新建筑与原有建筑需要保持建筑

高度的一致，目的是维系场地的原有空间秩序。这就要求建筑师对建

筑设计成果有更好的控制力。其二，陶艺创作和建筑创作在概念和文

脉上有着一定的联系和交流，存在着诸多共性特征，需要在设计内容

中有所反馈。陶艺大师邢良坤对建筑设计给予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建筑师需要把业主本人的意见和建议整合到设计中。

这样的约束是友善的，这样的矛盾也成为建筑存在的意义。建筑

的创作正是在这种矛盾中求得创新源泉，正是它们在不断启发着建筑

师完成整个创作过程。

1  静默与存在——场所精神

陶艺馆建筑作为景区未来的景观性元素，拥有相对特殊的地域特

征。一侧毗邻的道路和另一侧斜倚的山体夹生出的狭长地段，使建筑

师的设计选择了依循自然与人文景观和谐共生的方式，把自己的建筑

谦逊地融合在自然环境里。这里建筑是为独特的场地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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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馆总建筑面积5 000m2，平面布局以地理学立场在场地风景中引入简单的几何学，反映了设

计与场地结构相适应的处理手法。设计中尝试直接面对问题：地形的变化只是为建筑增加了更多的趣

味性。阶梯形式的体量变化也从另一个维度上呼应着场地环境的主体特征。建筑既有如山势般的引退

和渐远，又不乏如道路样的趋进与攀升。场所的前景和背景被模糊，唤起对自然的持续性感知。

建筑不突兀于山体，处于一种“静默”状态。表现出的是正在观察、聆听和如韬光养晦般的内敛

与安静，是一种不受外部牵制的、内省的精神状态，这往往给人一种建筑的消融感。这种静默的消融

品质，需要在以山地为地域背景、气候环境和特殊文化氛围中，缓慢地在细致、连续的思考中沉积下

来。此时的山之于建筑而巍峨；此地的建筑之于山而内敛。同时建筑又呈现出一种生存状态，而不再

是观景道路的“附生物”。因为顾盼于群虎雕塑的气势，呼应关系适势而生，建筑变得鲜活生动，写

意般而非体积感地存在于场域环境中，同时也在这种存在感中求得与环境共生的场所精神。

这些场所精神使得建筑具备了某种与生俱来的个体品质。正如建筑师本人所说：“不想打破场地

原有的肌理和层次关系，但也绝不会让建筑成为环境的客体存在”。

2  契合环境——建筑外部设计

建筑从设计过程来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指导性的概念开始，然后再到可被体验的细部；而另

一种则刚好相反，从真正的感知环境出发，然后是对建筑亲历亲为，它不是基于统一和完形，而是感

觉的聚合物。前者基于一种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的观念，强调的是建筑的社会性；而后者则更关注具体

个人的细微体验。

对比分析 建成后的陶艺馆 次入口局部

一层平面

三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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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艺馆建筑在设计伊始便以生动的环境体验作为目标，作为主体的人更多的是在一系列的景物环

境中运动，感官随持续的刺激变化着，不同秩序的空间连续地重组和交织，表现出多重身份，并最终

形成完整的空间体验。

陶艺馆建筑主体的屋顶在透视角度是低于山际线的。虽然设计更加强调屋顶的轻薄感和建筑自下

而上的退晕关系，但也没有因为山体的庞大而被隐没，形成的是构筑物与自然山体之间的层次交叠。

而且正是屋顶的轻薄质感和下部玻璃对周边景致的影射，褪淡了建筑主体的上半部分，建筑有了环境

嵌入感。从平面上看，屋顶鲜明的几何造型附加给建筑一种强烈的围合关系，这种围合还依托于山体

的自然等高线。

道路的出现似乎是对陶艺馆已有谦卑的“挑衅”，建筑师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树枝状挖补

变化的清水混凝土墙体，又似传统书法的笔触，给建筑添附了几分文化内涵，加上粘聚的天然卵石镶

砌，无不夹带着隐喻、类比、共鸣等设计手法的应用。因为在我们的视觉经验中没有经历过，厚重的

墙体表皮样态给人奇怪的感觉。但这样设计是要建筑回应它所处的环境，创造出让人极端意外的体

验。这是文化建筑的厚重诠释，也是建筑内部功能与外部形式关系的逻辑映射。

陶艺馆的入口设计相比多义的墙体更显简洁和流畅。通过嵌套的两个折板框构，斜置的通高玻璃

墙面以及适宽的门前区水池设计，在相对“单调”的几何化构筑中强调出建筑有序的进入功能。正是

这种简洁，形成观赏距离远近变化的不同功能意义：远观的混凝土折板变化，是入口的线性轮廓；近

距离大玻璃墙面的通透性，又消解了建筑室内外的间隔，消释了建筑外围护的排斥感和拒绝性。这正

是建筑师“远可观山，近可赏展”的陶艺馆设计追求。

3  环境的自然渗入——建筑内部空间设计

陶艺馆建筑内部空间设计运用了传统建筑的“院落”逻辑，在建筑的外部形态设计中也有所体

现。三个递进式空间所传达的是对艺术品的品鉴和深入了解的思维过程。虽然没有明晰形式上的进深

层次关系，但是通过陈列厅面积由大到小，陈列品展示由粗到精的浸渐变化，形成对陶艺艺术家设计

思维发展演变的理解。这种序列空间有别于寻常的展示建筑内部空间变化，空间的同一性被打破了，

取而代之的是空间错落的高度变化和多样的围合关系。同时将休憩和辅助空间夹杂在流线中，完善了

空间功能。

剖面

室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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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的围合方式上，建筑师没有采取实体-空间的围合方式，而是选择空间-空间的围合处理。

围合界面的空间本身具有功能意义，包括连廊、楼梯、茶室等，但相对于所围合的空间，自身的功能

意义被淡化了。围合空间与被围合空间存在交互关系，是一种交错和并置。如果说传统的内部空间还

是在依据功能进行着水平或竖向的空间游戏，那这里已经将空间功能转换升华为空间交流。更可贵的

是，建筑师不是在虚构以使建筑内部空间存在这样的变化，而是将功能、环境、文脉等多因素进行了

综合的协调与整合。

由于陶艺馆需要考虑艺术家的生活起居，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分割与转换、隐藏与暴露变得更有

趣味性。在生活起居部分，建筑师没有让私密性变成封闭性，通过开敞的屋顶花园，将私密生活空间

“开放”了，这种开放又通过屋顶的叠置变得相对独立。而且，屋顶庭院的独立性依赖于一种变异的

围合，是山体、屋顶与建筑外墙等元素实与虚的围合。

在对UDS建筑师的寻访交谈中，发现了建筑师对于陶艺馆形态、功能以及地域性等问题有着更

多的创作思考，形式的外在表现不过是建筑师对创作细致权衡的结果。诸如艺术家生活用房的设计构

思，内部空间的宽连廊，甚至细小到墙体和屋顶的材质、铺贴、分割方式以及色彩关系的选择等，无

不显现出建筑师创作的状态。虽然建筑规模不大，但通过建筑师缜密的创作演绎，最终将这座陶艺馆

建筑如诗般写意于山间。

海卵石肌理细部

清水混凝土墙面细部

院落喻意屋顶平台

UDS建筑师工作室简介

UDS建筑师工作室是由大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岩于2005年组织院内17位有原

创理想的建筑师共同组成的设计团队。工作室以市场化运作为机制，同时以中外合作工程

的方式借鉴国外设计公司的成功经营管理模式，业务范围涉及酒店、商业、文教、医疗等

领域，5年来逐渐演练成一支有专业化类型建筑设计经验的团队。曾获奖的代表作品有：

金石滩影视艺术中心、辽宁友谊国际会议中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中学、邢良坤陶

艺馆、大连大学文理学院、北方金融中心等。

崔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