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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  军

北京墨臣建筑师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总裁、设计总监，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99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2005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

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TRANSFORMATION OF SHIDENG HUTONG NO.9

石灯胡同 9 号改造记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AT）

采访人物  赖军  北京墨臣建筑设计事务所董事合伙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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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竖向生长过程，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现存的旧建筑成

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在现有条件的限制下为旧建筑注入新元素为其焕发新的生命力，完成旧建筑的蜕

变与新生，也成为近阶段较为热点的课题。

石灯胡同9号

项目位于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石灯胡同里，原建筑旁边是一座正在使用中的四合院，也就是两户共用一个院

墙，其他面则面向窄窄的胡同。建筑原有功能也为办公，一、二层为半砖混结构，三、四层为轻钢结构，总建

筑面积约503m2。建筑内部原本并没有预留楼梯间而是采用外挂钢楼梯的形式，外立面基本保持了红砖原貌，

没有经过任何装饰。面对这样相对有限的环境和建筑，改造如何开始呢？

赖军说，这个房子原本并不是想自己用，所以设计相对简洁，以适应不同租户的要求。但碍于胡同狭窄无

法停车，并不适合居住。正好事务所办公空间也比较局促，就把这里作为了第二办公楼。改造方案仍以简洁为

主，尽量修缮原有建筑，拆除部分主体结构并对原有建筑进行加固与更新，将原有室外楼梯改为室内钢梯。建

筑主要结构为：一、二层加建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三、四层为钢结构，局部改为玻璃幕墙。改造后建筑面

积增加到700m2。

改造策略

与四合院成为好邻居

房子恰好与一个四合院共用一个院墙，无法拆除重砌，但这个墙体已经不够牢固了。因此，首先与四合院

主人商量，加固院墙，这样也给四合院解决了问题，但接下来的施工并不容易。

在胡同里施工，首先不能妨碍原本就不宽裕的通道；其次，场地的局促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没有材料堆放

场地，无法进行大型机械作业，等等。因此，设计一开始就考虑了施工的可能性，确切地说是人工施工的可行

方式。就拿室内楼梯来说，墙体的加固正是为了使悬挑约4m的楼板和楼梯能在悬挑端与墙体安全、牢固地连

接。建成后，楼梯出挑后轻盈地倚于墙体一侧，两层高的空间通畅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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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改变空间

施工时还碰到一个难题，就是材料太长无法进入，导致通高的钢结构无法安装。最终传统的滑轮方式派上

用场了，人工使用滑轮装置将钢柱分两段逐个提升，然后再连接起来。两层空间的玻璃幕墙也采用了这种施工

方式。

空间施工总算完成了，但却发现玻璃窗全部是无法打开的。如此洒满阳光的空间，却唯独没有一缕自然的

清风，岂不是太过遗憾？于是及时做了调整，将部分玻璃窗改为可开启扇。这样在夏季，空间上下空气贯通，

非常舒适。

赖军感慨道：“施工中往往会发现设计中忽略的细节，及时改变就会使得原有空间大不相同，弄好了有时

还能变坏事为好事。竣工后还有一处发现，就是院子外的一棵临街大树。一层屋顶建好后，我们发现大树繁茂

的树干已经遮盖了几乎半个屋顶，索性将屋顶变为二层平台，借树点缀，可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啊！”采访当

天细雨朦朦，虽未享受到大树带来的阴凉，但当我走到平台上，环视被大树伸展的枝干庇护着的这个小小的平

台，觉得别有一番意味。

楼梯间

二层办公区

三层共享空间

一层前台 一层入口及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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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室外休闲平台

外立面

玻璃丝网印刷

相比墨臣第一幢办公楼的改造，石灯胡同9号采用的工

艺和方法非常简单。采访中，赖军一再强调希望这个房子

以最简洁、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建筑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

几乎没有多少花哨的处理。可能唯一一处亮色点缀就是两

层通高的玻璃幕墙上运用了渐变的丝网印刷，白色的小小

方块自上而下点缀，远看犹如雪花飘落。以至于我最初看

到夜景图时，真的以为是雪夜时所摄。这可能就是设计者

所追求的于细微处体现亮色吧。

家具设计一体化

针对有限的空间，设计之初就进行了工位一体化设计，

即将主机隐藏起来，开关机连同USB接口都设置好连接线，

这样对设计师来说就方便很多。赖军说：“我们将原办公桌

也都置换成这种定制工位，原有的办公桌拆成木板以搭接方

式做成一层的展台，也实现了旧物的二次利用。”现在展览

空间已经完成，木板的二次使命正式开始了。

在石灯胡同9号的设计中，还将原建筑呈现的“Z”字

形扩展应用在入口铁栅栏、前台标识等处，也体现了设计

师对原建筑的尊重。

结语

在墨臣事务所两个办公楼和天津中新生态城管理中

心这些项目的改造中，赖军和其团队一直尝试这种在多重

限制下的设计，他们认为能够保留、利用原有的建筑、空

间、材料进行再创造，对设计师来说才是最好的设计；而

这些非通常新能源、新技术的运用，对设计师来说才是最

直接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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