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手造实述
——“手造实述”展&原作设计工作室营造

章明  武筠松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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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Space首展——“手造实述”于2013年12月14日在原作工作室新址拉开序幕，这

次主题展览以图片、模型、视频等多种形式向大家呈现了这个历经三个多月由全体原作设计

师共建、共创和共享的新家园的改造历程。

手——众手相承

创立于2001年的“原作设计”是一个学术研究性的建筑创作团队，一直将设计视为对

我们依存的这个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理解方式与应答方式，视为对给予我们文化滋养的悠

远的地域传统的承袭与当代演绎，视为对无限变化的未来可能性的激情畅想与理性剖析。

我们将建筑设计称之为“解决之道”，将其概括为协调复杂关系、处理诸多矛盾的强

大动能。设计着眼于更大范围的城市或自然背景的条分缕析，既成环境的关联逻辑与矛盾冲

突，功能需求的匹配契合与提升整合，相关专业的系统协作与组织协调。

我们也将建筑设计称之为“应变之道”，将其归结为应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纷呈变化的最

恰当的态度。设计注重于以原创的方式重新思考建筑的生存之本与活力之源，以原创的原则

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变，以原创的激情突破思维的固有模式与体验流程。

我们还将建筑设计称为一种“平衡之道”，将其提升为寻求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智慧和谋

略。设计致力于在文化价值认同的大背景下建构充满成长张力的全新体系，突破与颠覆均建

立在系统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同时不妥协地坚守专业的梦想与社会职责，成为负重前行的

理想守望者。

原作设计工作室着眼于建筑与既成背景的关联思维，颠覆与顺应之间的张力平衡，积极

畅想与逻辑生成的操作立场，将设计视为感知、内省与应答的自然方式。

原作十二年，众手相承，层层累加，逐渐构成了枝繁叶茂的“原作之树”，是总结，是

反省，更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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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园愿景

之前的原作工作室位于上海一栋高层写字楼内，每天搭乘电梯上下15层，经过一条直白的内走廊

进入办公室已经成为机械麻木的习惯。缺乏体验的工作空间很难给设计和创作带来启发，我们一直以

来都希望能有一处接地气而又空间丰富的场所，所以不断在寻觅心目中的充满诗意的工作场所。直到

我们来到了这里——昆明路640号。

【一个挖掘现场】

基地位于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最早、最集中的杨树浦工业区，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业码头区。追溯到

1937年，这片连续坡顶的砖木结构厂房曾是产量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上海鞋钉厂。站在这片历史厂房

中，如同身临一个考古现场，需要我们拭去浮尘，进行抽丝剥茧的线索挖掘。现存厂房的高窗采光形

式意味着当年的厂房规模可能比现有的两跨更大，推测是由于后期扩建，导致部分连续跨的砖木结构

厂房被拆除，被一座三层框架结构的新厂房所取代。原先的连续厂房并无内院，但因为一些屋顶局部

年久失修，屋架塌落，形成了三处院落。原先的青砖高墙保留则得益于与周边厂区的共用墙体。

对于这片厂房的改造是一个通过挖掘场地本质去伪存真的梳理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这片厂房

的独特优势：文化方面，老厂房承载着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记忆，其独特的城市肌理以及保留的工业

印记具有极高的价值。空间方面，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三个院子给人亲近自然的契机，可以通过打

开院落界面使原先闭塞的厂房变成明亮开敞的办公空间，并且借助朝向青砖老墙的界面显现场所隐藏

的历史断层。此外，七榀木屋架沿东西方向连续展开，赋予这个主要带形空间以序列感和连续感，通

过移除改建过程中新增的轻质隔墙，使这个大空间本身的面貌得以还原。

【五院一窄巷】

基于对场地的挖掘，我们发现现有的三处院子本质上是掀掉屋顶的室内空间。剥除了瓦和望板

后，残余的木屋架让这种内部空间的外化得以清晰呈现。一方面，内与外有着显著的差异；另一方

面，裸露的屋架又提示着院子的本来身份。受此启发，我们在改造中延续了这种“造院”的方式，掀

掉局部屋面，形成另外两处保留屋架的院落。五个院子作为局部元素弥散地介入到总体中，院子的落

地玻璃门窗界面使内外空间产生相互的渗透和视觉的关联。

由于院子是内部空间外化的结果，所以地面留有室内所用的混凝土板。我们移除了这些硬质地坪

材料，将土地还给院落，以利于深根植物的生长。由于在院内的露天木柱下部发现了白蚁穴，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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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朽坏部分切除并浇筑了混凝土柱础。此

外，院子里的排水沟从多点排水改为排水

沟上铺卵石，以简化找坡方向。

相 对 应 的 ， 位 于 不 同 年 代 厂 房 之 间

有一条两米多宽的“窄巷”，这处新老建

筑之间的缓冲空间为我们提供了外部空间

内化的可能，于是新、老厂房面对内化了

的窄巷得以打开界面，将二者的对峙和差

异进一步发挥和强化。同时，窄巷作为入

口，串联了前台接待、临时展览和多功能

厅等各项公共功能。位于窄巷中的橙黄色

燃气接口非常醒目，而且出于安全需要不

能用任何形式将其隐藏起来。最后，我们

的做法是让遇上燃气接口的前台台面自然

后退，使接口跃然于深色钢板界面之上，

一方面作为外部空间内化的见证，另一方

面使之成为了一件具有工业感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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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钢板盒子】

在新工作室的改造中，我们从一开始

就放弃了用功能分区统一全局的设计意图，

而将各部分功能作为局部元素介入到场地中

来。由于需要设立较为独立的办公、储存和

后勤空间，在改造中设了三条带状空间插入

到新老厂房中。外观上采用具有提示感的深

褐色的造锈钢板。三个钢板盒子与原有厂房

既好像嵌入的榫卯结构一样紧密，又因为材

料的差异而对比鲜明。

为了寻找合适的钢板锈蚀程度，我们用

不同比例的水和醋进行了试验。经过一晚的

锈蚀，第二天发现刷了水的钢板变化甚微，

而刷了白醋的钢板呈现出理想的锈蚀度。最

后，刷上一层清漆，将锈蚀状态封存起来。

最终的效果表明，三个具有独特颜色和质感

的钢板盒子彼此呼应，而且经过锈蚀的钢板

被人为地赋予了时间的感觉，契合了老厂房

的场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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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是家具与灯具】

家具与灯具的制作也同样出于对建造过

程中种种问题的回应。前文提到，在新老厂

房的接合部留有一处高6m、长14m的狭长

高耸空间，但几乎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品家

具与灯具。于是，建筑师们亲手设计制作了

一组巨型水管组灯。选取近300m长的热镀

锌水管及200个连接弯头，通过互通连接形

成一组具有延伸感的组合灯具。将电线藏于

水管内部，使原本水的输送管道成为电的通

路，在部分水管端部连接24盏LED灯杯，可

以分别照亮狭长高耸空间的各个部分。在手

工装灯过程中，我们首先分两组在地面上组

装两榀主要结构格架，接着合众人之力将两

榀格架竖起来组装其间的连接件，拼装时兼

顾内置电线的长度和每段水管构件的连接长

度，最后试灯后，大家合力举高进行吊装。

整个配件、组装、吊装的过程仅用了两天，

这和前期的周密策划以及实际操作时的协同

配合是密不可分的。而与之配套的7m长的

模型制作台也采用简易的松木方，通过相互

搭接的方式拓展其长度。同样的思路也应用

于展台及座椅的制作，我们选取了欧松板这

种强度高且绿色环保的板材，将欧松板制成

可以组合的单元模块，模块形式则受到物流

叉车托盘的启发，每个模块的形式单一便于

多种组合，其底部透空便于人工搬运。欧松

板模块用于多个不同的空间：展览区的欧松

板模块可以根据不同布展需求形成组合展台

或服务台，台阶状空间的欧松板模块可以根

据不同的组合适应报告厅或展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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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真实场景

【一组新老厂房和一个工作室】

改造中新老如何并存是建筑师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难题。为了真实留存历史厂房的现状，我们舍弃了

将新、老统一整合的企图，反之，开始更加关注现实的在场，将新、老视为锚固和游离的关系。新老厂

房在空间特质和结构特质上均有显著不同，于是维持、修复甚至加强原有的形制是此时最合适的策略。

老厂房最显著的特征是延展近30m的七榀老屋架，连续的屋架赋予了空间连贯通畅的特点。于是

为了顺应这个特征，我们尽量避免分割和打破这种趋势，新界定的功能以及家具均沿屋架的水平方向

放置，还通过物理打磨以重现屋架原有真实面貌。新厂房则拥有完全不同的空间尺度和结构跨度，最

大特点是6m的通高空间，改造中并没有将其完全分为上下两层，而是借助阶梯和保留部分通高空间

提示出新厂房的特征。5m宽的多功能阶梯提供了一个暧昧的空间，一方面弱化了分层的概念，形成

新老之间的平缓连接；另一方面阶梯上可进行展览、通行、报告等不同性质的活动，阶梯之下则用于

后勤和储物功能。为了加强新厂房的工业感，夹层暴露了粗糙的钢梁和混凝土楼面，而为了争取更大

的夹层净高，我们在浇筑混凝土楼板的时候把一层钢筋布于工字钢梁腹板高度，统一支模，将楼板的

部分厚度连同工字钢梁浇注在一起，争取了一定的净高，同时又满足了结构承载需要。保留的窄长形

通高空间位于新老厂房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审视的距离，新老厂房不同的空间张力相会于此。

【悬浮的木屋架】

对于老厂房而言，沿水平方向延展近30m的七榀木屋架是这一空间的灵魂所在。但由于经年烟尘

的浸染，老木屋架与望板呈黑灰色，面貌晦暗。改造中通过物理打磨还原木屋架的原貌成为了一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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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态把控的环节。既需要去除木梁上日积月累的污垢，

又不能破坏木筋的肌理感，同时还需保证各榀屋架打磨的

均匀度。于是我们小心选择了合适的粗砂皮，如同手工时

代的匠人，一面预判着打磨的效果，一面时刻保持与施工

进度的同步状态以根据效果随时喊停。这样打磨出的屋架

恰到好处地露出了凹凸的木筋。屋顶的粉刷也遇到同样的

工艺挑战：由于望板的缝隙较大且凹凸不平，很难将涂料

均匀覆盖。通过现场的试验，我们决定只粉刷望板的表

层，让缝隙与不平整处保持原有状态，同时也保证了檩条

与望板构造上的清晰度。

与此同时，刷白的屋顶成为了白墙的延续。在模糊

的白色背景上，深色的老木屋架开始悬浮起来，在空间中

显得愈发重要，而不再仅仅是屋顶的结构支撑。设计早期

的方案也曾考虑将木屋架刷白，通过弱化材料来实现自由

度。但我们最终意识到，材料的表情是这组老木屋架的独

有魅力，在这个空间中它已在所有要素和关系中占据了压

倒性优势，打磨后的屋架有着木材温暖的颜色和丰富的肌

理，而这正是时间和历史的宝贵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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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混凝土地坪和一套混凝土桌】

此次改造设计中所有室内外地坪采用的都是混凝土直磨技术，通过在混凝土地面表层加入混凝土

密封固化剂，再通过机器直磨得到一个防尘、致密的整体。优点是密封防尘、硬化耐磨；具有永久的

光泽；抗老化性能好；施工方便，过程环保（无色、无味）；降低维护费用，一次施工，永久防护。

但不同的功能空间对地坪的效果诉求不尽相同，需要根据使用需求来调整打磨次数。例如，位于庭院

中的地坪只需50~100磨，保持混凝土质朴的毛面肌理，也与青砖院墙的古旧感相匹配，并且能承受

最恶劣的使用环境。而工作区地坪则需400~800磨，这样能保持中等光滑度的混凝土亚光面肌理，便

于清洁而又不易打滑。展览区地坪要求最高，需要1 500~3 000磨，以达到高光滑度的镜面肌理，满

足展厅布展需求，并且容易清洁和保养。不过随即而来的问题是，现有的成品踢脚均难与之匹配，现

场比选的结果是采用最原始的水泥踢脚，这样既在风格上保持质朴，又能随时调整宽度遮蔽墙边的预

留缝。

新工作室的所有地面被简化成了一种材质：混凝土。这种材料经过直磨工艺处理呈现出不同的

面貌。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将地坪直磨工艺推向极致，创造性地应用于家具，浇注打磨出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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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混 凝 土 桌 面 。 与 此 同 时 ， 将 黑 色 有

机 玻 璃 雕 刻 成 标 识 字 体 ， 在 桌 面 浇 注

阶 段 嵌 入 混 凝 土 之 中 ， 待 拆 模 成 型 后

与 混 凝 土 一 同 打 磨 。 这 种 实 验 性 的 材

料 处 理 取 得 了 预 期 的 效 果 ， 光 滑 的 混

凝 土 桌 面 改 变 了 材 料 的 既 定 用 途 ， 又

与 地 坪 的 混 凝 土 两 相 映 照 ， 形 成 了 一

组关于材料的有趣对比。

述——叙述历程

改 造 的 过 程 如 同 一 场 对 场 所 的 考

古挖掘，在挖掘场所中沉淀的成长痕迹

的同时，也挖掘出自我的认知定位与本

真 的 内 心 需 求 。 改 造 没 有 刻 意 抹 杀 差

异的痕迹，而是使新与旧在改造中占据

同样重要的话语权，并关注新旧对话中

张力体系的平衡维系。从老厂房到工作

室，建筑类型的变更有利于我们对于空

间模式化的规避，异化的空间形成了对

空间可能性的重新认知。功能不再成为

界定区域的唯一标准，模糊的边界与弥

散的体验促进了各种活动的产生。在建

造中校正，这种过程与状态带来了新的

可能，不可预知的问题成为扭转性的启

发，使设计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平衡的体

系。材料不再以既有的模式存在，也不

再局限于既有用途，它以更广泛的可能

性成就了空间的自由度。

（摄影：王远，高文仲，章明，张姿）

    31

2014年3月.indd   31 14-3-20   上午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