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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ang Cultural forum ,
“Jie tuo lin” Villa resort
形神同一 物我两忘
——丽江文化论坛和“解脱林”设计探究
撰文  张军  孟妍君  云南省设计院建筑设计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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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云南省设计院建筑设计分院院长，院副总建筑师，高

级建筑师，昆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孟妍君

云南省设计院建筑师。

以丽江文化论坛和丽江解脱林项目为例，以丽江地区住屋演变的发展背景为切入点，以历史与传统造就的文化

积淀与物化表征为原型，将建筑从外部到内部空间的特征把握作为传递场所精神的手段，在关联丽江本地历

史、文化特性与人感知的基础上，分析将记忆与体验充分体现在空间要素的设计上的方法，进而分析空间秩序

与理性组织如何有效地被感知，试图总结为该地的环境和人建立秩序关联和维系场所与环境内涵的方式，使原

创在新的积淀中成为人永久的心理寄托和情感归宿。

地域建筑  空间体验  原型意象

摘  要

关键词

引言

在人类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建筑空间脱离不了的是人的“感知”，好的作品往往在环境场所和设计空间中

能够建立整体的关联。体验与空间锚固在一起，打通了生活、历史文化与设计的通道，获得了人的共鸣、认同、

想象与记忆，这种强调“体验”再现的过程是当代设计学的一种转变。

“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建筑的体验式设计内涵源于空间体验的“来龙去脉”，注重在体验中理解建筑的

秩序与场所感，强化人处在关联域（如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仪式、日常生活等）中的状态，这对于地域建筑的

创作尤为重要。

古朴的建筑、质朴的民风、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丽江无可比拟的人文环境。在快速城市化下，这里依

然保持醇厚民风和没有被“现代化”湮灭与同化的山、水、田、村互融互动的村落。丽江因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

色而享誉中外，宗教文化又给丽江增添了色彩，在这里的建筑创作注定要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丽江文化论坛和丽江解脱林项目均位于丽江古城外的山岭边。丽江文化论坛项目南侧临中继海，视野开阔，

尽览湖光山色，远离城市的喧嚣，得自然之清净，视野开阔，尽揽湖光山色。项目规划用地呈带状沿湖面展开，

整体地势平缓，且基地面山近水，与玉龙雪山、文笔山呈南北向轴线排列，周围环绕拉市海、文笔海、黑龙潭

等大小水系，景观条件良好，形成了优越的山水景观构架。项目定位为高端旅游地产开发区域，是集旅游、度假、

观光的综合生态社区，总用地面积约 167 亩，总建筑面积 6.4 万 m2，规划分为独立农庄、水园居、会所区、果

林居等区域组团，并已部分开工建设。解脱林项目坐落在丽江县白沙乡玉龙雪山的南部横岭，此山脉又名芝山，

原是木氏土司的家寺，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胜地。中国第一旅人徐霞客曾在这里与纳西杰出土司木增于林间谈论

诗文，夜话人生。徐霞客曾咏其：“乔松连幄，颇绕烟霞之气”。

1 基于原型对空间意象的重构

1.1 历时建构的原型——高原姑苏、木构古意

“从属性上看，原型是族类的、共同的，而不是个体的、特殊的；从功能上看，原型是一种富于复现能力的模式、

张军 孟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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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原型是原始民族的感性相像去把握自然的、原初的共同模式。”[1]

1.1.1 自然人文意象原型解析

《东巴经》里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称为“孰”，“孰古”是纳西族古朴自然观的体现，丽江古城能长

期保持这份憨纯与质朴，保持与自然的亲和与共融，与千年世代相传的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风俗族规不可分割。

谈到丽江原始的自然意象，离不开“水”。丽江的水，“带着雪山的高贵、神秘和清秀，玉泉水从雪山脚下，

奔涌而出，没有九曲回肠，一路畅通地来和古城赴约。水和城相辅相依，这是带有人间烟火的纯净的水，它不是

涂脂抹粉的娇艳女子，也不是才华横溢的大家闺秀，它是幽居深山的佳人，清秀典雅，灵动活泼，不染尘埃。”[2]

丽江的水系，穿街绕巷，流布全城，形成了“家家门前绕水流，户户屋后垂杨柳”的诗情画意。石桥与河水、绿

树、古巷、古屋相依相映，极具高原水乡古树、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学意蕴，有着“高原姑苏”的美誉。因此，

对于近水的建筑创作，我们有了较明确的感知意象，如解脱林项目，将建筑作为自然的依附与点缀进行规划设计，

结合项目用地的湿地特征，将功能化整为零，拆分为独立农庄、水园居、会所区、果林居等区域组团，向北远眺

玉龙雪山，向东与当地自然村落相连，与茂密草甸、密布松林、横流溪水穿插相连，呼应纳西族先民原始、古朴

的自然观，也让穿梭于钢筋混凝土丛林的现代人能够得到淳朴的体验感受。

丽江原始自然意象的另一个内涵为高寒文化。地处高原寒冷地区的纳西聚居地，经过历史积淀后发展出了自

己独有的高寒属性。火塘是丽江地区文化宗教内涵物化表征的演变形式，空间层面上，它是室内空间秩序的划分

标志；精神层面上，它是人与祖先、神灵沟通的桥梁。因此，与“高寒”属性相关联的“火塘”及用材特点均成

为我们“体验空间”的创作原型。温暖的木材，厚重的石头墙，外实内虚的空间，庭院中堆放的木材垛，壁炉的

使用等，都反映出高寒文化的特点。如解脱林项目中，场地内受雪山小气候的影响，冬季和夜晚的温度较低，因

此建筑从色彩、肌理、空间、小品等要素上营造出温暖的感受。同时，将“火塘”意象通过移植、变形和扩大，

在院落这一精神空间中加以展示，形成富有生活图景的场所。

丽江文化论坛区位丽江文化论坛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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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建构原型解析

“居住在川、滇、藏地区的纳西族，善于利用井干式结构 1，屋顶则以‘闪片’覆盖最为正宗。”“追溯纳西

族住屋发展的历史，木楞房是一个重要阶段。大致上说，这个阶段可以认为是从纳西族先民南迁到金沙江沿岸一

带定居后开始的，时间当在唐代之前”2。井干木楞房是纳西族最早在当地初具普适性的住屋形式，是适应当时自

然环境、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演化结果。

基于这种建构原型，我们将解脱林项目中的果林居与水园居的居住单元，借鉴井干式结构的特点，通过瓦顶和

石头墙、榫卯结构等元素的运用，给人原始、质朴、粗犷的感受，也是对原始建构意象的“体验式”解读。而在文

化论坛项目中，基于传统丽江民居的木构架结构逻辑，在入口开阔柱廊空间部分通过对柱梁体系交接节点的处理，

表达放大的木构架工匠写意特征，这也是对原始木构意象的“放大演绎”。

解脱林区位 解脱林鸟瞰图

解脱林木构原型 解脱林质朴意象重塑

解脱林火塘空间移植 解脱林原始空间再现

2013年7-8合刊(留用).indd   123 13-8-15   上午6:55



124 

1.2 融合演化的变体——青瓦院落、教化空间

建筑体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征就是它的时序性、动态性。建筑实体虽是固态的，而感知与体验是具有过

程性的。“体验的原型于过去有过，现在仍有，将来还会有”，历史是创作的源泉，因其本身需要从动态的历史

中吸收养分。解脱林的建筑创作从不同时期的纳西民居中寻找灵感，吸取精华，并结合当代生活融合创新，囊括

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当代的有机更新，是一种动态的创作观。

唐汉以后，纳西族人民对汉文化的传入并没有简单地排斥或被同化，而是积极地对其动态整合，这种吸收与

利用不单纯是对建筑型制、造型的模仿，更是对汉文化心理、价值观和儒家伦理秩序思想的深远认同与接纳。汉

文化影响下的制式建筑呈现出“不取周正，间、坊、院、群有序分级、虚实相生”的空间特征。同时，各地依据

气候地理不同的变化，出现相应的适应性变异特征与本土化解读模式。

解脱林项目中，用作企业会所的独立农庄因其相对公共、开放的特点，建筑形式与受汉文化影响后的纳西民

居型制更为接近。创作过程中，我们沿袭民居中屋顶“起山落脉”，墙体“见尺收分”的手法，吸取了院落空间、

礼仪空间的“宣郁消纳、起居过渡”等空间原型特征，再现庭院、漏角、入口空间的起承转合组构关系，对悬鱼、

博风板、窗花、门头、格栅等符号加以整合，运用到建筑当中。

丽江文化论坛项目中，设计旨在为与会人员营造有别于钢筋混凝土围合而成的生硬空间感受，通过对传统院

落空间教化模式的新解读，从远景雪山，到论坛演艺中心与总统楼建筑群间退让出 150m 宽的湿地空间，以山水

为轴、自然为界，作为整个规划的隐形轴线，可理解为是对传统院落空间收纳自然的意象重塑，符合现代会议空

间特征的同时，暗示收纳自然、透纳自然、道法自然的创作思路。同时将院落空间穿插于主体建筑之间，打破传

统会议功能流线特征，创造融入古朴园林之美的公共空间，通过强调悠游线路的游赏特征，调节严肃枯燥的会议

气氛，使人们在参会的同时体验到与自然的对话。

解脱林制式建筑的变体

解脱林隐于山林的居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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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感觉意象的重塑——隐山近水、无招无式

著名的纳西古乐又叫做“洞经”音乐 , 这种经过长期积淀的音乐文化，透露出纳西民族文化的隐性情节——追

求静淡、超然的境界。从当地音乐的隐喻内涵分析，丽江传统民居与自然的融合方式也与古乐这种抽象意象具有异

曲同工的效应。因此，创作中建筑对山林采取一种“隐”的态度。如解脱林项目中的独立居住单元穿插在果树之中，

居住其中可伸手采摘果实，亦可远眺林海松涛，这种生活场景的融入，塑造了更具感染力的场所。

解脱林项目中，水边的建筑则是一种“亲”的姿态，单坡顶，顺应地势走向，匍匐在地面上，与水亲近。“斯蒂

文·霍尔认为，水是现象的还原，是一种现象镜，具有可以反射和折射时空的功能。水在空间中既是要素，也是线索，

同时水赋予空间以生命力与情感。”[3] 建筑采取或隐或亲的姿态，从庭院到水体的空间过渡，流动的水给予人静谧、

浪漫的氛围感受，同样具有场所生命力，这种做法是对纳西民族朴素自然观和丽江“水文化”的隐喻，也是对场地内

高原湿地特征的对应。在这种有序与无序之间，使建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自然环境之中，让人与自然更为舒适地对话，

营造出一种“沿岸飘拂绿柳垂杨，袅袅婷婷，沿河点缀红花粉朵，清风亦香”落塘水景、薄暮涤荡、溪畔人家的诗意

体验。在丽江文化论坛项目中，建筑北面采用玻璃界面，将玉龙雪山远景映入会议空间，运用传统借景、透景手法将

自然带入建筑；相对北面建筑空间的庄严气质，南面亲水的部分则处理相对松弛，大片的草地与生态湿地相连，强调

与水体的咬合与亲密关系。在这种庄重与诙谐、有序与无序之间，也使建筑恰如其分地“隐”于自然之中，为贵宾提

供一个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会议场所，空间与“场所感”结合得水到渠成，使人与自然更为舒适地交流。

丽江文化论坛会议区的院落空间 丽江文化论坛亲水的居住单元

丽江文化论坛建筑北面界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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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两个项目中都融入了更多现代建构方式，如轻钢、玻璃体、钢构大空间等，通过提炼使传统形制与现

代元素融合，将设计手法消隐于“无招无式”的传统与现代的变化之中，更加适应体验经济下现代人的生活和审

美情趣的需要。

2 基于意象识别对创作内容的解析

2.1 材料感知——闪片石木、榫卯搭接

“闪片”称谓源于对云南地区特有的闪片房屋顶的特殊做法，即“用冷木杉劈成的木片，在屋顶错缝搭接，

其上再压以石块”。闪片房是滇西北高寒地区适应气候的演变类型，向上收分的厚实夯土墙体，及内部有调节微

气候作用的缓冲空间的布局，均沿袭了藏族民居的进化基因。夯土填充、砌石累叠的建构方式，榫卯搭接的构造

特点，厚实感、紧密型的空间界面特征，每一种要素都符合材料自身的自然本性，反映出符合高寒山区真实本性

的设计。基于对原型特征的解析，在解脱林项目中，单体建筑采用陶土石片屋面材料，青苔、草丛在屋瓦上斑斓

点缀，使建筑具有接地的特征。在丽江文化论坛项目中，则考虑大型公建屋面尺度，采用哑光的铝锰镁合金材料，

再现原始闪片屋面的光感与质感。通过这种对材料自然属性的逻辑组织，对材料和建构元素本质感性特征的理性

反映是两个项目创作来源。

解脱林亲水的会所建筑

解脱林现代建构元素的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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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形态识别——起山落脉、风之飘檐

俯瞰丽江，由片片青灰色的瓦片盖起的屋顶铺天盖地，气势恢宏，组成了一幅幅屋顶的海洋。鱼鳞般的瓦片

附着了近千年的历史沉淀和民族的建筑文化，彰显了纳西族精湛的建筑艺术。屋线在蓝天、白云、雪山、绿树的

陪衬下，像动感起伏的海洋波浪。优雅的曲径在她的笼罩下自由蜿蜒；奔腾的溪流携带着历史、现实、生活、生

息与争斗，自由演绎。在一片片青灰色屋顶下，有繁华，也有静谧；有劳作，也有闲暇；有欢聚，也有告别；有激情，

也有淡泊。丽江的美在屋顶，丽江的屋顶是文化，丽江的屋顶是秩序，丽江的屋顶更是艺术。在山上看似无序的屋顶，

却组成了无数的街巷，组成了一个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古城。

在民族文化论坛项目中，我们设计的出发点就是通过对丽江民居屋顶起山落脉的研究，从打破单调的起伏线

条，塑造延绵不断的屋顶形态入手，局部运用不完整的屋顶形态组合，“聚巧形而展势”、化整为零、自由变换。

解脱林材料自然属性的再现

解脱林具有接地特征的屋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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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所承载的现代功能与空间下，以“风之飘檐”的建筑形态还原丽江印象。将不完整的屋顶曲线片段融入宽

阔的天空，达到完整、空盈的意象表达。用建构意象表现从具象到抽象、从场所到精神的升华，用建构手法勾勒

出丽江屋顶与天相抱、与山相拥的自然情怀，以及人与自然相融的人文情怀。

2.3 空间知觉——虚实相生、本土解读

院落空间——纳西民居建筑中的起居空间、精神空间、教化空间包纳了当地人温馨的生活情调，体现了尊卑

有序的礼制教化思想，是纳西民居中被赋予民族特色、融入丰富情感的人性场所。入口空间是人们心理和使用功

能的过渡，是对居住私密性的强化。厦子空间是北方四合院结合南方檐廊空间的产物，其与庭院空间的组合使二

者既无明确界定又能互相融合，因此厦子空间是院落空间的进一步延伸和渗透。漏角空间的布局柔化了各实体之

间生硬的组合。这一系列空间组合是纳西民居对中原地区汉室合院空间模式的本土化再现。通过起承转合、母题

变化的空间组构，营建出 “内聚外屏、外实内虚、有收有放、生动多变、意趣纷呈”的空间知觉意象。

在民族文化论坛项目中，空间形式不仅再现了上述空间意象原型模式，院落内部也运用了纳西民居中常见的“四

蝠拜寿”、“龙凤呈祥”等图案的铺地，隐喻人们的宗教和民族文化情节，同时又运用水池、落水等现代造园手

法，营造出既有纳西文化韵味又有现代休闲感的院落空间。打破传统院落封闭的围合形式，考虑与雪山及场地景

观的关系，边界不拘一格，或实或虚，或围或透，将远景纳入庭院内，以山为邻，以远景为“照壁”，达到“收藏”

自然的效果，强调院、人、山、水，形成天人合一的体验与感受。

3 结语——体验与再现，场所记忆的诠释、空间创作的源泉

建筑从有生之日起，就与特定的环境条件产生了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丽江地区的建筑是经过长期积淀的特

丽江文化论坛屋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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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井干式住屋（云南地方各地称谓：木楞房、垛木房等）：由层层原木或木板两两十字相扣并累叠围合成四面“井”字墙

壁，壁体承重的一类木构住屋。最早见于我国汉代。

2 此处根据蒋高宸先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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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环境、技术、文化宗教在特定空间形式上的反映。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文化建筑城市，建筑不仅是生活的载体，

更是记录了历史与事件的情感寄托。

面对全球文化趋同的冲击，只有蕴含文化认同感和场所精神的作品才能成为地区传承的进化方向，云南民族地

区乡土建筑更是如此。一座房子、一个场所，当其具有欢乐与悲伤，容纳生活和记忆的内容时，才具有了场所的“精

神”。抓住丽江特有的场所精神，在具有一定的地理和文化意义的地域空间范围内，扎根于其历史背景，以历史造

就的文化积淀与物化表征为原型，将建筑从外部到空间的特征把握作为传递场所精神的手段，重塑整体的动态平衡

系统观而不仅仅是对传统符号进行放大，才能够使原创在新的积淀中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寄托和情感归宿。

解脱林传统院落空间再现

解脱林院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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