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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NOTES ON 
JIUFANG HOUSE 

日月于征

——九方宅建造点滴
撰文  张清帆  张波  在造工作室

张清帆

在造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同时是一位签约画家。

张波

在造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曾先后在非常建筑、都市实践

等建筑事务所工作。

在造工作室

由张波和张清帆于2008年在北

京创立。建筑实践以推己及人

的体验作为出发点和落脚处，

尝试以小见大，在每一个具体

项目中关注城市人生活的身心

体验，寻找不为商业与形式符

号所束缚的解决方案。

九方宅是一座深藏于北京老城的旧宅改造项目，在历时三年的设计与建造过程中，我们努力尝试

促使那些关乎诗意的生活设想逐步变成现实。正如那些古典园林总是通过文人与匠人共同的计划和劳作

才得以完美呈现，我们也试图如此营造九方宅，不断反复推敲生活在院子之间的可能性，也深入工地现

场，借鉴工人的智慧，循序渐进地促成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小住宅。

设计之初，对我们启发最多的是传统的诗文、园林与绘画，其中闪现着当下城市所稀缺的宁静与诗

情画意。那我们又该如何捕捉其中的“灵晕”1，并将其融入到今天的生活里？相比今日习以为常的概念

与分析，“灵晕”更多侧重于通过情感与想象去观察世界的所得。“灵晕”在今天的建筑里，或许尤其

表现在空间运筹与自然协调的关系中。

细读那些昔日作品给予我们的感受，总有可以借鉴的关乎形式与空间的运筹方法。在深秋的一次夕

阳西下时，沧浪亭园林的游走经历让我们收获到循环往复、层层不尽的空间体验。其中一处是在翠玲珑

馆，步入幽暗的对角相接的三间矩形房间，通透的花窗槛墙相向而对，分别朝向南北、东西、南北，连

续转折三次。馆外竹丛的浓荫溢满冰裂纹窗的花格，使得翠玲珑馆仿佛透明体，消隐在竹林里。

另一处是清香馆的小院，院墙凸向幽深山谷般的旁院，外面绕着高低崎岖的游廊，粉墙上点缀漏

窗。这几个动作形成了院墙的弯曲、游廊的跌宕、空间的里应外合、游人眼前的路转峰回，清香馆的小

院也因此被精确而充分地嵌入大院里。建筑格局自身的“动”预设了人们在其中的游走路线、感知和收

获，这样的布局有着将“动”凝固于“静”的能力。这一切如同宋人折枝花卉画面中散发出的感觉，枝

条蜿蜒托举起流动的生命气息，静谧而灵动。

通过从一片模糊的感知到图纸再到现实的尝试，我们也希望把这难以磨灭的印象转化借鉴到这一栋

小房子里，而建筑中所有诗意的想象都需经过现实的洗礼。

布局：生活在院子中

设计伊始，面对如此狭小、面积仅230m2的基地，我们试图探寻通过怎样的空间布局能够带来诗

意，带来生活在自然山水林亭之间的感受。基地夹在一个有着金色琉璃瓦屋顶的老院子和一条小巷之

间，东西面宽19.5m，南北进深12.5m。经过测算，在满足基本生活功能的前提下，剩余庭院面积仅有

60m2。既然小到无可奈何，那么索性打散，划分成更小的功能单元。我们再进一步把合计60m2的小院

子分成四份，东院和南院在首层地面上，西院和北院降至地下一层。又通过北院、西院和东院，留出为

地下二层采光的天窗。整个布局如同一个九宫格，同时借鉴翠玲珑馆三个房间对角相接的连缀方式。小

  从设计到建造     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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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庭院与实体空间高密度交织，使每一个院子相邻三个实体空间，每一个实体空间至少相邻两个院子。最初看

来，这是颇有些冒险的尝试，因为每个房间都比较小，功能也许会受影响，空间也许会零碎，但四个小庭院给住

宅带来采光、通风，促使甲方和我们将这个概念贯彻下去。

基坑：老城施工的困难 

工地施工的第一步便是挖基坑，在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地基的牢固，避免周围土方坍塌，影响周边邻

居。房子拆掉后，经测量实地后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已设计好的方案有出入，更关键的问题是基坑必须要先设

人工的护坡桩才能向内挖，所以两层地下室都要缩小一圈。

为了尽可能扩大地下室面积，我们必须垂直开挖，不留通常的45°边坡。护坡桩是垂直开挖的先决技术保

障，抵抗外围土层向坑内的压力。护坡桩的制作工艺是：先用人工挖孔，直径要大于水泥桩的设计直径，然后放

置四片弧形钢质模板，形成圆形桩洞。在洞的外侧灌注水泥砂浆。待凝固后，取出钢模板，就形成受到水泥保护

的一节桩洞，这样依次向下，桩洞也不断下探，直到完成最终桩孔深度。最后放下编好的钢筋笼，灌注水泥砂

浆，凝固后就是一根可以保护基坑周围土方不坍塌的水泥桩。

基地总共均匀打下34根桩，大概平均每1.6m打下一根桩。挖桩必须隔一根挖一个，先挖好并且灌注好17根

桩后，才能开始另外一半的开挖和灌注，这是因为场地条件苛刻，不能机械开挖和灌桩，人工开挖就必须注意塌

方问题。

沧浪亭 翠玲珑馆 沧浪亭 清香馆

沧浪亭翠玲珑馆格局图示 清香馆小院平面图示 宋佚名《花卉四段》之四

整体布局 轴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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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护坡桩后，开挖基坑。待基坑内的土基本清理完毕后，用加强混凝土喷射坑壁。坑壁的防水采用了一种

水泥基防水材料，为了更保险，我们再在上面做了一层传统的SBS改性沥青防水层，防患于未然。

见缝插针的可能：护坡桩顶梁上的楼梯+书房的转角窗

护坡桩打好、浇筑完后，还需浇筑一圈护坡桩顶梁，梁顶面标高约为－1.00m，建筑首层标高为±0.00m，

这样地下室和首层的外墙之间剩余了一段空间。为不浪费这段空余，也更好地连通，我们把下行楼梯踏步（兼书

架）设计在这段护坡桩顶梁上方。这道楼梯正是我们在设计中追求的“三位一体”的真实载体：贯通纵向的空间

和视线，实现局部交通，为地下室赢得采光。踏步宽1m，每级高0.2m，缓慢下降，既增大书房的面积、书架的

层次，更增添坐在洒满阳光的下行台阶上阅读的乐趣。但在地下一层施工时，因为甲方担心在二层小书房往下

看，会感觉三层通高空间有深渊感，因此这一下行楼梯被取消了，开洞后来也没有实现，少了一个赢得面积的机

会。之后不得不在东院再加一个天窗，为下方的两层通高空间采光。

东北角的二层有做转角窗的可能，去掉角柱，两侧补两根柱子，从两面书架墙上各开出一条长窗，窗底恰好

是写字台的高度。坐下后，正对着这隐藏在书架里的半私密长窗，框出的一幅室外风景长卷便成为混迹于书丛中

的景色。 

人工挖孔 弧形钢质模板 在柱洞内外侧灌注水泥砂 钢筋笼 在柱洞内灌注水泥砂浆圆形桩洞

护坡桩施工过程

清理基坑 水泥基防水材料+SBS改性沥青防水层用加强混凝土喷射坑壁

开挖基坑

护坡桩顶梁上的楼梯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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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角书房轴测图 东北角书房局部

东北角书房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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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院：外与内的转换

东院是进入宅子的第一个院子，东西向宽5.5m，南北进深3.7m。东院虽小，但仍选择增添一道看似占用面

积的照壁墙，这道墙使院子的景深增加，具体作用是：1）延宕进入东院的空间期待；2）保障住户的私密性；

3）由于东院地下室顶板高于室外街道50cm，而这道墙正可用于分界院墙内外的高差转换，使其不显得突兀。照

壁墙本身用实心灰砖全顺砌筑，每隔三皮抽砖，形成简洁的孔洞排布。墙厚两皮砖，为了增加拉结强度，每隔两

皮放置一层钢板网。绕过照壁后，就是近3.7m见方的小院。建造过程中，因甲方担心这一处三层通高的吹拔有深

渊感，因而没有实现，于是在地面层靠北为地下室留出一条采光天窗和通风口。这一天窗截获的光线照亮了东院

地下两层通高的老城砖墙，粗糙的质感暗示与老宅关联的历史时空。

按照最初设计，入口照壁做“月门”。但经反复考虑，觉得这堵影壁墙既不能完全堵，也不能完全通，因此

这道超过3m高的墙只能做“简单”的开洞。具体做法如下：墙必须是两皮厚，洞要上下左右对齐。所有的砖需要

顺砌，墙面不能出现丁头。每隔三层抽一块砖，留洞上下对齐，不开洞的部分布置通长钢筋。照壁上沿平齐二层

阳台挑板，也为这块结构板封边。最终效果很好，简洁利落，恰当地为东侧小院子完成了空间转换的功能。

西院：化解“地下感”的竹园

西院担负着为地下一、二层采光通风的“重任”，需要用以小见大的园林奇景化解如处深井的逼仄感。最初

的设想是用矩形石台阶逐层退级，但西院本身面积小，只能容许一种单薄、轻盈、持续升起的景观形式，而连续

的、尺度渐变的云墙正适合。云墙弧度尺寸从大到小，在空间上由近到远，从西院半地下一层直升起到二层主卧

的窗外。种竹的台阶之间留有排水孔。

云墙是一处诗意小品。这个房子里本没有曲线，却在这里出现了。我们尝试借鉴古典园林，使传统的形式在

新的环境里发挥作用。原来准备让工人用砖来砌筑云墙曲线，但他们决定自己制作模板，把这些“云朵”浇筑出

东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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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院、西院剖透视

从地下一层中厅望向西院  内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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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再焊接到墙上。现场看来，效果还不错。浇筑固然麻烦，但坚固程度是砖墙砌筑所不能及的。云墙内的花坛

台阶逐层升起，下部做防水，台阶之间留出排水通道。 

设计之初，中厅去往地下室的楼梯位置几经更改，最终发现与西院相邻最合适，不仅从视觉上将西院延伸进

中厅，而且消除了通常地下室楼梯井的深渊感。我们又进一步把西院地面抬高60cm，更减少了深度，也缩短了

一层下行楼梯的长度，减少了对西院景色的阻挡。这一处在空间、尺度、结构、情景上的把握，也可谓“三位一

体”的设计了。     

竹子是西院的点睛之笔。我们并不希望竹子太茂密，而是追求竹子和云墙的相得益彰、相互衬托，又不影

响彼此的独立。但竹子还是要按照比较密实的效果来种，因为经过一年会有一定的死亡率，以后便能自然疏密有

致。北院原本准备种藤类植物，但也种了竹子，因采光弱，后来竹子确实没能在北院生长。

西院完成，错层台阶和室外木地板延续进室内，西院高举的竹丛的清凉静谧之感也渗透到室内。

北院：承载功能的风景

2008年7月初，首层浇完，地下一、二层还没拆模，院子开口都盖着木板杂物。这段时间内，四个庭院存在

的必要性被反复讨论。争议最大的是北院，有种意见认为北院应在首层封顶，因为地下一层没有直射光，地下二

层更无法采光，这么堵心的地下庭院，不如封上作储藏间。其实，北院解决功能重于景观，既为地下二层设备间

解决对外通风，也为地下一层洗衣房提供户外晾衣。本身采光也受益于上空廊桥抬高，一旦修改，整体功能都会

大受影响。

云墙施工过程 在云墙阶梯里种竹子

从室内看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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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结束不久后的一天上午接到宅主电话，他们在拆模完毕的地下室兴奋地告诉我们，地下两层都拆完模

了，连地下二层也洒满了阳光。这和我们当初的预期一样。但他们也有担心：地面两层都建好后，地下室的光线会

不会少许多？当然，地下两层的采光会受到地面建成体量的影响，光线会减弱，但不会消失。一个可以自然采光的

地下室，亮度不可能和地面采光相提并论，但已经大大不同。空间没有光，就是一个枯死的空间标本；有了光，房

子就像立刻有了呼吸。北院保留下来了，整体格局也因阳光而得到了肯定。采光窗也让地下二层在白天不开灯的情

况下可以看清楚台阶，和最初刚刚拆模相比，光是弱了些，但还是非常有效地改善了地下二层的“地下感”。

南院：玲珑乡野梦

南院尺度比较小，院子的南墙就是邻居的界墙，与客厅的落地玻璃门近在咫尺。墙扑面而来，空间容易压

抑，如果不采取特殊的做法，对客厅会有负面作用。南院是四个院子里唯一有水的庭院，因南侧相邻一堵高墙，

采光不能畅快。但有了水，就像有了一面镜子，即便最微弱的光，也会使水面和岸壁一同波光粼粼。南侧水池的

防水是独立解决的，和地下室脱离，自成体系，即使渗漏也不会殃及“池鱼”。

南院瓦山的施工图最初是借鉴南宋贾师古所画《岩关古寺图》中的山形来设计的，略微精简画中的曲线层

数，然后结合实际尺度描在施工图里。施工时的具体做法是，先做好挂瓦的金属网，再用红砖叠出相近的山形，

然后在完成的红砖山上做一层抹灰。红砖山成形后，下了几场雪，山头积雪，更显山形，像曾经的“雪霁图”。

这场景勾勒了未来南院的冬日风景。

但真正挂瓦（在水泥山形上覆瓦）时，复杂性还是比我们预期的大了些。由于山形曲线只存在于我们的脑

海，而工人不能理解这些隐晦的线条代表什么，在施工时瓦山的前后层次弄错了，相互混杂。有些曲线不能适应

瓦材尺寸，工人们就裁切成斜角，以完全对准图纸上的线条。这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已经非常尽心尽力了。

当时甲方有些担心，觉得此时瓦山甚至不如刚做好红砖底子的时候，开始质疑最后的效果，质疑瓦材、尺

度、颜色。我们尽力解释之所以看来粗糙和不够协调，绝不是因为瓦材廉价，也不是因为瓦山的设计问题，而是

因为挂瓦的方式，那些瓦被裁成斜边后，会显得支离破碎。只要经过调整，清理堆积的水泥，用完整瓦更换斜切

瓦，就没问题。经过几天在工地和工人一起修改，尽量控制和简化曲线层数，最终效果大为改观。    

南院挂瓦完成，也得到了甲方的认可。下一步是在南院用植物平衡灰砖灰瓦的生涩。南院水池里用立瓦砌筑

池底，配合两处溢水口和一处出水口做出地形起伏。最初为了南院排水通畅，设计时留了两个溢水孔（孔口的标

高就是水面的最大标高）。为了掩饰这两根水管，地形不得不在这里形成两个高点。留管时没有预见到现在的微

地形设计，简单地把管道留在了水池的中央位置，结果瓦铺地有点僵化，十分遗憾。

北院剖透视（纵向） 北院完成后的天窗采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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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工头在瓦山上因地制宜地布置了绿萝和一些小的蕨类植物，这样一来，水里山上，绿意浓浓。另

一种可能性是瓦山上不布置绿叶，做一面清俊背景，只是水中睡莲，几条游鱼，而到了冬天，则积雪层层。不同

季节，不同氛围。

后记

建造一栋小住宅，看上去小而简单，却要经受很多考验，尤其在城市的老住宅区里。九方宅的建造自始至终

都是在平衡理想与现实，考虑业主生活和协调周边邻里利益的过程中完成的。再回想我们所理解的“技术”，正

是艺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不拘泥于追求技术本身，更非为炫技而存在。正是这样的一次契机，让我们暂且

放下既有的概念、炫目的手段、陈腐的教条，用每一处关乎身体体验和向往园林与绘画中的“美的诉求”去营建

一所理想的房子，把那些对传统与自然、现代与乡野的生活想象真实地呈现在大地上。

注：本文的一些段落选自《宅在故宫边：九方宅建造手记》，这是我们为这栋小房子从概念到建成所做的一本建造手记。同时，

也是探寻昔日之“灵晕”在今日生活里再获新生的一次尝试。

南院剖透视

挂金属网 用红砖叠出相似山形，并做一层抹灰 挂瓦试验调整

挂瓦过程中积雪 挂瓦完工 南院水池立瓦砌筑

南院瓦山建造过程

注释

1 灵晕（aura），是本雅明在其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他认为“灵晕”是曾经具有本真性且独一

无二的艺术作品所特有的笼罩作品的气息和光晕。在技术复制时代，绘画中的灵晕渐趋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