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村居住区是由广州新光房地产公司开发的

大型居住区，该地块南侧部分为联排式住宅和别墅

区。2007年业主把其中的八栋双拼别墅分成4组，

分别委托给了李兴钢、董豫赣、朱亦民和朱涛四个

建筑师进行设计。设计任务书未对建筑内容进行具

体的限制，希望建筑师根据个人的理解对珠三角当

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下的居住形式和空间经

验进行探索。根据地块东侧临水的地形特点，将此

项目命名为“水边的孖屋”。

　　这组建筑所处地段是一个南北走向的长条

形，南高北低。每个地块南北宽约17m，东西长约

28m。主路位于每块用地的西侧。东侧为一个人造

的水渠，由南向北层层跌落，最后汇入北边小区

会所周围的水池。由于每个地块的西边比东边高

3~4m，南北高差在2m左右，建筑师所面临的主要

问题是如何处理地形。在四组设计中，李兴钢和董

豫赣采用了造园的方式。笔者和朱涛的方案沿用了

一般以建筑为核心的住宅模式。

　　通过现场勘察和对整个别墅区状况的了解，本

方案决定把两栋别墅地形的处理分成两种类型。北

侧的A栋采用旋转形式，南侧的B栋采用由西向东

的单向跌落的台阶形式，根据地形的处理，相应地

A栋和B栋的主要建筑空间都由互相错开处在不同

高度的空间组成。在A栋方案设计中，建筑内部空

间处理成螺旋上升的形式。由于室内各空间和室内

外之间复杂的高差关系使得居住者无法形成惯常的

视觉和心理的稳定感，但获得了空间的丰富性和新

的居住者与建筑之间互动的可能性。这种空间的变

化在室外形成了一系列的平台供户外休息和活动之

用。屋顶平台在相当程度上与本地气候相适应，因

此室外空间可以看成和室内同样重要的场所。在设

计过程中由内部空间变化造成的外部形态的高低错

落一度被直接表现（见设计过程模型）。最终由于

考虑到主入口朝西，以及建筑本身的私密性，改为

用统一的遮阳板形成建筑的外立面。

　　本方案试图在用地的限制和典型的低层高密度

的邻里条件下探讨具有适度私密性但又是较为开放

的适应本地气候的独居形式。我们希望这样的设计

既能包容日常生活的平庸和不稳定，又与这种场景

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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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模型 最终方案模型 A栋剖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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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栋负一层平面图

2  A栋一层平面图

3  A栋二层平面图

4  A栋三层平面图

5   A栋楼板轴测图

6  A栋 2－2 剖面图

7  A栋 4－4 剖面图

8  南村别墅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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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兴钢设计

2  董豫赣设计

3  朱亦民设计

4  朱涛设计



9  B栋一层平面图

10  B栋二层平面图

11  B栋楼板轴测图

12  B栋 2－2 剖面图

13  高差的处理

14  外观透视

15  室内客厅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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