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居
在“山居”方案中，新建折线形的“山形”墙面，目的为了提供一个舒适的景观阳台，和遮挡一部分原本是朝西建筑强烈的西晒；建
筑正面新建了一个水池，营造一个静谧和清凉的私密空间；“山形”的墙面与周围的山和水呼应，故名为”山居“，形成了水山村一

道特有的风景：远山是背景，建筑是“近山”，与新建的一片水域相映成趣，融为一幅山景图，恬静而优美......
立面和室内设计中运用了“拱”的元素和竹子作为材料，呼应了周围竹子的 “圆形”和“柔韧”的特性；把原来占据农田的道路退还
给农田，房间得到了最佳的隐蔽性和农田景观，改进的场地道路从建筑的一侧进入，逐步折线形上升的台阶，有一种移步换景和曲径
通幽的仪式感；进入房间的方式由原来从外向内改为从内向外进入，这样经过一段连续的空间转换后，最后才抵达一个豁然开朗的私

人秘境：静水远山，夕阳西下......
宁静的山谷中，形如“竹筒”的观景塔和茶室，在水平舒展的建筑体量中加入了竖向的空间，给人一种”攀登“的欲望，提供一个户
外与屋顶的探索空间；屋顶由原来的双坡改为单坡，其目的就是描绘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山形建筑轮廓，简化后的屋顶形式视野开阔，

自然光从大面积开洞的外墙折射后变得明亮而柔和......
在“山居” 建筑方案改造设计中，实现了南宋诗人徐玑在《山居》中所描绘的诗意生活：

柳竹藏花坞，茅茨接草池。
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
地僻春犹静，人闲日更迟。
小禽啼忽住，飞起又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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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屋顶
2.景观水池
3.屋顶茶室
4.景观塔
5.室外庭院
6.停车区域
7.建筑入口
8.场地入口
9.农田景观
10.乡村车道
11.小溪
12.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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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改造前总平面图



1.亲子房
2.标准房
3.大床房
4.景观房
5.会客房
6.禅茶房
7.过厅
8.过道
9.设备间
10.前厅
11.餐厅
12.包间
13.厨房
14.走道
15.休息室
16.前台
17.员工餐厅
18.后勤入口
19.后勤通道
20.建筑入口
21.水池
22.农田
23.道路
24.停车区
25.场地入口
26.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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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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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水山绵绵，竹林幽幽。

水山村位于芦溪县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人烟稀少，多山和竹子。当地村民生活淳朴，生活处处与竹息息相
关，过着“世外竹园”般的生活；“山”与“竹”构成了当地村民的生活，也应对了中国一句古话：“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山”与“竹”形成了当地一种独有的文化和生活气息。

如何发挥场地优势，挖掘当地文化，融合自然环境，设计一个在地性强，又有着独特气质的当地特色民宿？



周边环境：绵绵远山和幽幽竹林 竹艺文化：各式各样的竹艺产品 当地特色：生活与竹息息相关



2.区位——场地分析，提出问题。

选点位于水山村香炉山，建筑朝西，如何避免西晒？建筑靠近道路，私密性和静谧性欠佳，如何规避道路对居
住品质的影响？地势较低，西侧有一条小溪流经，是否可以考虑利用其优势加入设计？设计点由三座并排的老
房子组成，房间规整，进深很大，缺乏空间层次，景观和光线欠佳，连续冗长的立面显得单调，如何打破这种
单调的建筑边界，又能与自然环境融合，同时还营造一种趣味性的空间层次，解决采光，和丰富景观？场地西

侧有一条小道横穿农田径直进入场地，显得生猛，进入方式没有任何仪式感以及空间趣味，如何优化场地动线，
创造一个拥有一定仪式感的和移步换景的进入流线？场地东侧靠山，视野和光线均不足，然而西侧地势较低，
拥有农田景观和远山，视野开阔，光线明亮，可目前的入户关系是从房子西侧到东侧，也就是由景观好和光线
好，到一个景观不好，光线也不好的方向，如何创造一个进入方式，拥有一定的空间层次，同时也和自然环境
互动，提高私密感和领域感？我们分析到这些问题中，几乎都是空间层面上的问题，那么如何在后续设计中，

让空间体验更加丰富？

据以上的分析，此次改造至少要解决以下五点问题：

1.优化建筑立面与形体，与自然融合，丰富空间层次与景观层次; 
2.解决建筑西晒问题；

3.解决建筑采光不足，并让视野通透，延展性更好；
4.优化场地流线，打造一个简单而有趣的场地流线；  

5.升级入户关系，创造一个 “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的流线。
6.加入一些能让空间“画龙点睛”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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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环境 建筑立面 建筑场地

N

建筑朝西，
地势西低东
高，西侧望
田，有良好
景观视野，
东侧靠山。

立面开窗很
小，采光不
好，视线欠
佳。

立面虚实对比
单调，冗长无
趣。

道路横穿农田，
影响景观，也
打断房间的私
密性；道路和
建筑之间缺乏
一种空间秩序
感。

场地空旷，
和周围环境
缺乏一定的
层次区分；
空间体验单
调；没有营
造一个安静
舒适的入住
外环境。

正常的入户
关系，从建
筑正前方进
入，但打断
了良好的视
野，私密性
和领域感也
会受到一定
的干扰。



3.概念——融于山水，呼应自然。

如何让建筑“消失”于环境？让建筑以一种谦卑姿态融入自然，它可以是呼应周边的远山，从周边提取设计元素；
同时就地取材，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建筑应该如何去回避环境对其的影响，有效的遮挡西晒，有良好
的视野以及自然光，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改造后的阳台，是一个与自然对话的媒介，不规则形状充满了不确

定性，以此创造了交流的多种可能性。
改造后的建筑由原来的单一的功能和突兀的体量，实现了功能的多元，与自然呼应，融于山水。



概念图解

2.西晒

片墙有效的阻挡部分西晒。

1.阳台

改造后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景
观阳台。

3.景观

大面积的向上开洞，视野的延展
性更好。

远山图



改造后的原结构

新建“山形”片墙结构模型概念图



4.意象——元素提取，建筑转译。

竹子中空外直，柔中带刚，有完好的图形感和建筑质感。从竹子中提取“圆”“半圆”“扇形”等基本几何元素，
通过建筑语言的转译，重复运用在建筑立面，开窗，建筑构件甚至是墙体圆角等处理上，让整个建筑中传达出一

种“竹”的气质。



“山竹”在建筑设计中的转译



5.方案——脱胎换骨，逐步演化。



1.改造建筑

主要是由两栋并排的和一栋紧挨着的老房子组成，两边还各
附属一个小体量。



2.拆除建筑

拆除两端附属多余的体量，并清理了东侧两个小房子，同时还拆
除西侧一栋房子，为后续的场地设计做准备。



3.拆除屋顶

拆除原有破旧的屋顶，保存好青瓦和木构件，为后续屋
顶的再设计做准备。



4.新建体量

提供阳台空间，遮挡部分西晒，打破原有单调冗长的立面轮
廓，并将原有的两个体量融合在一起。



5.新建屋顶

新屋顶采用单坡形式，采光良好，视野开阔；该屋顶也相当于把一个二维
平面的“山”变成了三维立体的“山”，突显了山形起伏的建筑轮廓。



6.新建水池

引入西侧小溪活水，新建了一个景观水池，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轮
廓，与建筑和山水相映，并营造了一个静谧和凉爽的私人秘境。



7.拆除道路

拆除原有“乱入”的道路，退还给农田，丰富了田园景观，客房
的私密性更佳。



8.新建道路

新建了一条具有一定仪式感的“登山”之路，道路弯折而盘旋，随着攀爬
的高度和角度的变化，达到一种“曲径通幽”和“移步换景”的体验。



9. 茶室和观景塔

为了丰富空间层次，希望空间体验能有一个高潮，屋顶观景塔和茶
室，远望山谷景色，探索屋顶上的时空。



10. 整体模型

最后融合了“山”和“竹”的设计元素，让整个建筑“消失”
于环境，融为一体。



6.空间——豁然开朗，层次丰富。

分析原有建筑平面，得出的结论就是原有的空间显得极其单调，都是各个房间很呆板的进行分割，而且没有一
个很好的景观面，窗户开的很小，原来的进入动线也打断西侧观景的欲望，空间体验上也没有任何层次上的变

化。
改造之后的建筑空间，拆除了东侧的一些墙体，做了一个从建筑后面进入各个房间的过道，这样一来，把西侧
最好的景观面作为整个景观阳台，这样从过道进入房间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空间层次更加丰富；不同平
面的形式的阳台也提供不同的景观面以及空间感受；原有的两栋建筑，北侧的建筑作为客房，南侧的建筑作为
餐厅，大堂，厨房等公共空间和后勤服务空间，这样动静分区；新建的墙体还将两栋建筑融二为一，客房也加

入更方便的单独卫生间，整个空间体验品质得到了优化，层次丰富。



空间体验图解分析

1.近看建筑

在停车区隔水相
看建筑，有一种
好奇感和期待感。

2.场地入口

场地入口的高墙
区分开来场地内
和场地外，越过
片墙后，暗示着
体验的开始。

3.峰回路转

由于台阶逐步上升，
围墙逐步变矮，到中
间的一个休息平台时，
景色变得开阔，转过
平台之后，看到的又
是另外一侧的山景。4.抵达目的

经过两段踏步攀
爬之后，看到建
筑的主入口，意
味着抵达目的，
继续开始室内的
空间体验。

5.近观客房

主入口处可以看到
客房舒适的景观阳
台，进一步激发观
者想要到达的欲望。

11.一览山谷

室外的观景台和屋顶
茶室，让空间体验更
加刺激和丰富，观景
塔能俯瞰整个山谷的
景色。

10.农家餐厅

餐厅与农家特色结合，
品尝当地的农家美食。

6.前厅办理

前台简单的设计，
以及不是很宽敞
的空间，从室外
到室内，空间开
始收拢。

7.浮动光影

从前台到过道，
中间经过一段较
暗的过厅之后，
走到用旧瓦砌成
的镂空窗洞的过
道时，光线从室
外斑驳的射进来，
感受浮动的光影。

9.豁然开朗

走到阳台位置，整
个山景充满视窗，
顿时感到豁然开朗。

8.舒适客房

从过道进入客房，
空间又由窄变宽，
光线慢慢变得明亮，
视野慢慢被打开。



原有建筑空间

拆除墙体示意 新建墙体示意

改造后建筑空间

公共空间

私密空间

服务空间

功能分区图

大厅
过道
阳台
餐厅
客房
客卫
后勤

功能分析图



7.流线——曲径通幽，客勤分离。

原有建筑流线“长驱直入”，直接穿过农田到达目的，不仅破环自然的农田景观，建筑，场地，道路，景观之间
没有任何空间秩序，外界人流，车流对居住也产生一定的干扰，居住品质欠佳。

改造后的流线，从外界进入建筑，经过一段空间的转换后，慢慢的转到建筑，然后再通过一个昏暗的过厅，再到
长长的过道，最后才抵达客房，到达一个私密领域，尽享舒适的客房与自然风光；流线“曲折”的设计，暗含曲
径通幽的设计哲学；同时，客人流线动静分离，客人流线和后勤流线也实现分离，其目的就是为客人创造一个最

高品质的入住体验。



原有建筑流线 改造后建筑流线

客人流线

后勤流线



8.材质——就地取材，自然质感。

使用当地特有材料建造，拆除的青瓦进行回收再利用，用当地的屋顶建造方式重新建造屋顶，显现当地特色；
墙面刷白处理露出原墙面粗糙的质感，显得自然和原始；使用竹子的材料吊顶和局部外墙的包裹，竹子在自然
的风干下，颜色变黄，有一种自然打磨后留下的痕迹，变黄的竹子给人一种暖感，和室外的水池形成一种强烈

的对比。
整个建筑和场地，旧瓦，旧土砖，当地的石头和竹子，等原始的自然材料，使建筑更接地气，流露出自然的质

感。



轴侧分解图

改造后的内墙

 室内房间刷白处理；
阳台用直径约100mm

半圆形竹子包裹。

新建遮阳外墙

砖墙结构，外墙白水泥
刷白处理，露出粗糙质

感。

粗竹屋顶隔断

直径约100mm粗竹作
为每间客房屋顶部分的

隔断。

细竹室内吊顶

主要用直径约40mm细
竹吊顶，做拱造型柔韧

性更好。

传统屋顶木构

直径150mm杉木作为
横条支撑，截面

120mm*20mm的杉木
板作为竖条支撑青瓦。

当地传统青瓦

拆用老建筑遗留的青
瓦，复活老建筑生命
活力，同时让建筑有

种历史感。

粗竹结构支撑

直径150mm粗竹作为
筒状观景塔和茶室的结

构支撑，外刷桐油防腐。



9.视线——重构屋顶，解放视野。

传统的屋顶和原有建筑一样，都是双坡形式的，这种形式的屋顶加之原有建筑开窗面积也很小，视野受阻。改造
后的屋顶，采用单坡形式，在景观比较好的一侧开大面积落地窗，向上能看到对面山景，向下能看到水池，室外

的框景更大，视野开阔，延展性更好。
通过对屋顶的形式的重构，解放了原来被屋顶禁锢的视野。



原有建筑屋顶形式 改造后建筑屋顶形式



10.结语——交叉解决，创造可能。

在最初通过对场地的分析，提到的现有建筑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强烈西晒，采光不好，视野欠佳，流线单
调，空间乏味，等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改变场地进入流线的入口以及客房入户的方向，不仅解决了原来流线中存
在的问题，还创造一种更好的步行体验；与此同时，由于流线的改变，空间上也会变的更加富有层次；因为入户
流线的改变，在西侧将会得到更大的景观面，设计的一个大水池，丰富了景观也创造了一个私密的环境；阳台和
曲面的遮阳墙体的加建，让景观最大化的同时也让空间也更加丰富；不规则的片墙在遮挡西晒的同时也丰富了形

体，与周围环境呼应。

在这个改造设计中，我们不是单纯去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将各种问题凑在一起，它们有时会有一些交集，
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下一个问题也到推进或者是已经被解决。改造设计不是逐步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

融合各个问题，交叉解决,同时并发现和创造其他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