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入湿地

崇明东滩湿地科研宣教中 心设计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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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 以崇 明东滩湿地科研宣教 中心为例 ， 对致

正建筑进入设计的方式进行 了复盘
，

分析建筑师从置

入概念到落地的过程 ， 尝试从 自然与 人工 、 感知与体

验的关系来探讨
一

种有张力 的设计可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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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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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去年冬天 ， 为 了准备年底 的
“

观点
”

对谈 ， 我跟

着建筑师张斌去 看致正建筑事务 所在上 海 的几个项

目 。 行程过半 ，

张斌说 ，

“

我带 你去看个 比较特别 的

房子
”

。

从杨浦去 崇明东滩湿地科研宣教中心开车要
一

个

多小 时 。
路 上

，

张斌告诉我这个项 目 的背景 ：

这是致

正做了 ６ 年多的
一

个项 目
，
场地在崇 明岛东端的鸟类

保护 区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配合人工 围堤 ，

当地引

入 了北美洲的互花米草
２

（ Ｓｐ ｏ
ｒｏ ｂｏ ｌ ｕ ｓ ａ ｌｔｅｍ ｉ

ｆｌｏ ｒａ
）
固

化泥滩 ， 加速 滩涂 生长 。 但互 花米 草 的繁殖 力 、 排

他性太强 ， 很快密布在 ２０ｋｍ
２

的滩涂上 ， 水面消失 ，

芦苇生态系统被破坏
，
鸟类失去 了落脚和进食的空 间

，

造成了 严重 的生态危机 。 ２０ １ ３ 年上 海市推动 东滩生

态改 良
，

控制互花米 草
３

， 恢复 芦苇滩和 水塘 。 东滩

湿地科研宣教中心就是这个生态修复项 目 的科研交流

和公众展示界面 ，

建筑面积 ４０００ｍ
２

，

属于 水利工程

的配套项 目
４

 （
见图 １

？ 图 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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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保护区的南 门进入 ，

沿着不断东进的混凝

土堤围 、 正在 生长的滩涂和 苇塘 ， 先往东再折向北 ，

远远地看到连绵苇草上宣教 中心灰色的折线轮廓 ， 沿

途还有
一些保 护区 自建 的木屋 。 到了近前 的东大堤 ，

眼前是 大片反翘的混凝土屋面 ， 架在苇塘上 的建筑 、

平 台和栈桥 。 曲 折 的水上栈桥低矮且宽 阔 ，

串 联 起

５ 栋排列错位 、 互有夹 角的房子 ， 最大 的是会议 展览

（
Ａ

 ） ，
然后依次是食堂 （ Ｂ ）、研究室 （

Ｃ
 ）

？
和宿舍 （

Ｄ
、
Ｅ ）。

宣教 中心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 Ｙ 形结构单元 ，
空

间的想象 内外
一

致
——从室 内看 ， 柱子支撑起反折屋

顶 ，

脱开 的脊线位置是拉杆和玻璃天窗 玻璃 山 墙

在近人 高度没 有遮 挡 ，

上部接檐下是灰色 的竖 向格

栅 ， 从上而下过滤 了天空和光线 ，

望出 去也不阻挡苇

塘景色 ；

天光 、 侧光配合水平 向的连续空间 、 虚隔断

和小庭院 ，

形成不 断切 换的线性明暗感 受 。 Ａ 、 Ｂ 栋

的屋顶可以上人 ，

可 以 向下俯瞰室内 ， 可以长向穿透

所有屋顶 ，

也可 以在短边看到
一系列裁剪过 的东滩景

窗 （
ｖ

ｉ

ｓｔａ ） （
见图 ５ 、 图 ６ ）

。

对那天的参观而言
，
宣教 中心确 实

“

比较特别
”

，

因 为它是唯一在非城市环境中 的建筑 。

１ 落入场地 的概念

张斌解释 了这个项 目 的设计逻辑 ：

因 为没有任务

书 ， 建设方只有功能和面积的诉求 ， 所以建筑师从大

的地景以及原型开始思考 ， 讨论如何建立
一

种房子的

状 态 ， 与环境发 生关联
ｍ

。 这个表述对复盘 宣教中心

的设计非常关键 ， 因 为这表 明建筑师选择通过抽象思

考引入概念 ， 应对 自然与人工 的关系
［

２
１

。 要 想理解这

个路径 ， 我们首先要理解建筑师的想法 。

１ ．
１ 概念的准备

在东滩巨大的 自 然环境中 ， 宣教中心采 用 了
一

种

“

强
”

概念 的设计方法 。 实际上 ， 致 正建筑对这个 Ｙ

单元的概念做了 不止
一

次的准备 ： 未建成 的上海崧泽

遗址博物馆 、 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一期工程会所都讨

１ ．会议展览栋北立面

２ ． 宣教中心 总体布局

３ ． 宣教中心东北侧鸟瞰

１
．

Ｎｏ ｒ ｔ
ｈ ｆａｃａｄ ｅ ｏｆ

ｔ
ｈｅ Ｃｏｎ ｆｅ ｒｅｎｃｅ ＆ Ｅｘ ｈ ｉ ｂ ｉｔ ｉ ｏｎＳｅ ｃ ｔｏ ｒ

２ ． ３ ． Ｂ
ｉ ｒ
ｄ

＇

ｓ
－

ｅ ｙｅ
ｖ ｉｅｗ ｏｆ ｔ

ｈ ｅ Ｗｅｔ ｌａｎ ｄＲｅｓ ｅａ ｒ
ｃｈａ ｎｄＥｄ ｕ ｃ ａ ｔ ｉｏｎＣｅｎｔｅ ｒ

论了这种反转空 间单元的概念 ， 我们可 以把它们 当作

设计的三稿方案
１Ｍ
（ 见图 图 ９

） 。

比较三个草图 ， 可 以看到 Ｙ 单元空间在并置后形

成了 连续折板屋顶 ， 其下覆盖了
“

均质而有差异
”

的

连续平面 ，

从单一到错动 ， 再到封闭和断裂的节奏交

替 ， 室内出现了左右和上下的明暗 、 虚实变化 ， 给封

闭空间带来从标量 （ ｓｃ ａ ｌ ａ ｒ
） 到水平 和垂直两个 向量

（
ｖｅｃ ｔｏ ｒ

） 的转 变 。 这
一方面使空 间内容 （ Ｐ ｒｏ

ｇ
ｒ ａｍ）

更 自由地介入
——模糊的空间可以匹配灵活多样的使

用方式 ，

另一方面也通过尺度变化给空间内 容布置带

来适当 的参考 ， 在大空间内还创造了近人尺度的可能

性 。 连续折板屋顶除了形成错落有致的天际线 ，

也把

原始场地 自 然抬升到屋顶 ， 建立起一种建筑在
“

自然
”

之下 的感 受 。

通 常意 义上 ， 在自 然场地上设计 ， 常见 的方法是

分析地形 、 等高线 、 场地要素和参 照物 ，

进行正 向的

环境推导
ｌ４

＇

ｓ １

。 像东滩这样通过原型转换 的概念对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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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ｅｃｔｕ ｒｅ ２０ ２０／４

境特质进行回应 ，

以期待创造 出某种空 间潜 力的做法 ，

似乎和 自然环境产生 了某种矛盾 。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或者评判这种概念的置入呢 （
见 图 １ ０ 、 图 １ １ ）？

１ ．
２ 场地的

“

自然
”

与人工

把视线拉 回到 总平面 ， 从航片看 ， 宣教中心的位

置正好在 崇明岛东 大堤由宽收 窄的转折处
——建筑师

回忆
，
这是项目 初期在水利规划图上的快速选择 。

一

开始我只把它当作建筑师对未来场地的
一

个认识 ，

设

计需 要对 曰后房子的落 地进 行某 种场景 的想 象 。 但

是对 照在 自然场 地 中置 入强 概念这个举 动 ， 我对 建

筑师初次基地踏勘后记录的第
一要素产生 了很大的兴

趣——到底是怎样的细节 ， 可以撬动抽象思考 ， 并在

设计中贯彻下去
１６１


？

六七年前 ， 东滩 最远只 能 上到九八堤 的位置
７

，

再往东 ， 就是被互花米草覆盖 的滩头
？

，
夏天

一

片灰

绿色
， 春秋冬

一

片青黄色 ，

如 同一两米 高的麦 田
， 密

密麻麻长满了二十多平方公里的生态待整治区 。 ２０ １ ３

年 夏天 ， 建筑 师见到的就是这么
一副黑压压的光 景 ，

没有 水
，

没有芦苇 ，

看不见鸟 ， 有些放牧的牛群 ， 潜

在 的场地选址在九八堤外几百米处的
一道水平线上。

彼时 ，

“

场地
”

以南不远的地方已经有 大约 １ ｋ ｍ
２

的

整治示范区 ， 恢复 了沙 洲 、 芦苇 ， 露出小片 的水面 。

这个看起来很
“

自然
”

的光景 ， 其实是
一

个 巨大的不

自然过程 （
见 图 １ ２

￣ 图 Ｍ
） 。

崇明东滩是
一

个典型 的依靠潮 汐淤积的潮滩 ， 滩

宽坡缓 ， 潮 沟非常发育 。 它们和 岸线垂直 ， 像树枝
一

样深入盐 沼内部 ，

从 内往外 ，

依次分布着芦苇 、 白茅 、

海三棱藤草 。 在日 常浅 海潮和风暴的共 同影 响下 ， 潮

沟潮流的不对称运动促进 了泥沙 的淤积 。 简单来说 ，

潮汐扰动了 潮沟 ， 让潮滩的沉积物进入水中 ， 含沙水

体随着潮涨潮落在盐沼和潮沟内输入 、 输出 。 由于盐

沼内部水动力比外光滩更弱 ， 茂密的盐沼植被具有 捕

沙和防止侵蚀的作用 ， 使得潮周期内泥沙的净流量指

向盐沼潮滩
ｍ

。 这种
“

大进大出
”

的关系 ， 促成了盐

沼滩内部泥沙的淤积 。 所以 当人工引入的互花米草侵

占了盐沼和光滩 ， 大部分潮沟被 自然填埋后 ，

潮汐动

力实 际上失去 了交换滩底沉积物 的机会 。
缓慢的地质

成滩过程 ， 在短短的十 多年间 ， 被
“

人工化
”

极高地

提速 了 。 更有意思 的是 ， 针对这种不 自然状态的生态

修复 工程 ， 是和东大堤 同步进行的工作 。 在现在的东

堤 内 ， 我们 看到 的
一 条条垂直于岸线的水道

，
并不是

自然状态的潮沟 ， 而是堤围水利工程的随塘河道

它们严格遵守着每平方公里范围内水利疏浚的纵横密

度与间距规范 ， 通过大堤上的闸 口与外海相连 ， 与 区

内 大大小小的水面一起
，

组成了 内外的行水 通道 。
也

就是说 ， 当年建筑师见到的第
一

个示范区的沙洲和水

体 ， 也完全对应不上所谓的
“

自然
”

印象
——真正的

场地状态 ，

水 陆比例 的大小 ，

是在疏浚工程行水平衡

计算下 的结 果 。

我们经 常看到在纯 自然 中的建筑 ， 会给土地和环

境多少带 来
一些侵扰 ，

这是
“

类 自然建造
”

的
一

个悖

论 。 而这个 场地 的特别之处 ， 除 了建筑师有机会处理

一

个敏感的保护 区 ， 更本质 的 ，

是在建设过程抽干
“

湿

地
”

填挖基础之前
，
在

“

湿地
”

成为
“

湿地
”

的 时候 ，

就已经是
一

种高度人工重 塑另
一

种人工 的过程 。

１ ． ３ 抽 象的场地 与落入 的概念

针对这个环境 ， 我们其 实是 通过抽 象 的 思考 引

入 了
一 种 概念 ， 它是 我 们赋 予 环境 的 要 素 ， 希望

它 对 环境 的特质 有 解释 ， 对 环境 的 干 预 有 揭 示和

强 化。 这 是 我 们 期 待 的
一种 结 果 ， 用

一 种 有 差异

的矛 盾 的 状 态介 入环境 ， 用
一 种 有张 力 的 设定去

调 动 整 个 环境 的 潜 力 ， 让进入空 间 的人 感 受 到这

种潜力 ， 产 生对基地或者环境 的 思考 与理 解
？

。

在设计初期汇报的文本中 有两张关于基地 自然要

素的图 片 ，

显著 的水平 构图 和天地水平 相接


个没有尺度感的 、 水天一色的绝对水平线 （
见 图 １ ５ 、

图 １ ６
）
。 建筑师虽然不知道场地会变成什么样子 ，

但

是很准确地把握 了环境的宏观感受 ， 在唯
一

的 、 抽象

的强烈影 响下完成了 概念设想
ｗ

。 这就很像
一

个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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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概况

项目 名称 ： 崇明东滩湿地科研宣教中心工程

建筑师 ： 周蔚 ＋张斌 ／ 致正建筑工作室

主持建筑师 ： 周 蔚 ， 张斌

建设地点 ： 上海崇 明东滩鸟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项目 功能 ：

会议 、 展览 、 研究 、
食堂

、
宿舍

建筑面积 ：

４０ ９２ｍ
２

设计 ／ 建成时间 ：

２０ １ ３ ． ０７／２０ １ ９ ．０ ６

项 目 建筑师 ：金燕琳 （
方案设计 、扩初设计 、

施工图设计 ） ，

徐跃
（
施

工配合 ）

设计团队 ：

李姿娜
，

胡丽瑶 ， 刘 昱 ，

张雅楠 ，

孙嘉秋
，

薛楚金

建设单位 ：

上海崇 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

施工单位 ：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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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的建设
，

在规划的基盘上
，

形成了 一个与宏观

联系的设计 ， 而不是通过环境中捕捉到的场地参照推

导设想 。

如果我们在这种抽象性上再进
一

步 ， 事实上经过

强烈人工干预的东滩 ， 最终也会形成一个一望无际 的

巨大
“

自 然
”

，

一

个 比人力更宏 大的结果 。 它包含 了

三种不同的塑造方法 ， 而且它们的速率快慢有着惊人

的相对性 。 就像
一

个慢动作的角力 场 ，
三种错开的 时

间性还会在未来 的进程 中叠加 、 并置 、 此消彼长 ， 无

论表面 的努力有 多大 ，

无论我们有 多么希望能建造
一

个永久 的 、 完美 的 、
完成态 的保护 区

，

东滩都会一直

存活在被破坏和被重塑 的状态 中 。 所 以 ，
这样

一

个 场

地中的 建筑可能不该是结果 的一部分 （ 见图 １ ７ 、 图

１ ８ ）
，
而是过程或者问题的

一

部分 。 为什么宣教 中心

建造过程中 的某个状态会引来更强烈的共鸣 ， 可能不单

单是废墟态的想象力
，

更有可能是这种
“

过程态
”

对

应到概念层面的张力最大化的原因 （
见图 １ ９ 、 图 ２０

）
。

这种对场地 自然与人工属性的结构性理解 ， 帮助

我们 复盘了 建筑师落入概念的过程 。

２ 在湿地中
“

落脚
”

继续看宣教 中心从概念到具体建造的推进
——

在

湿地 中落脚建筑
，

就像鸟儿在湿地落下
，

一只脚 已经

站在水中 ， 另
一

只脚还在试探 的状态 。 它需要通过感

知和体验来推动
，

而 它的难处在于方式和度 的把握 。

２ ． １
“

如画
”

的体验

东滩湿地科研 宣教 中 心要 回 应天 空 、 湿地 、 芦

苇 、 飞鸟这 几个 基本的环境要 素 ， 我们从 元代 山水

画 家王蒙 的 《具 区 林 屋 图 》 所 描绘的散落掩 映于 山

水之 间 的 隐居 棚屋 中 得到 设计 启 发 ， 尝试去表现 出

人存在于 自 然 的两种状 态——居于谷底 、
居于檐下 。

这 也是一种 从大关 系 开始的有张力 的思考

《 具区林屋图 》 是＿幅很 意思 的山水 画 ， ３ 座 草

棚和 ２ 处 山洞在 密密麻麻的皴笔山 石和树木间折来折

去
，

虽然画面少见的饱满 ， 但因为错落有致 ， 也不觉

得拥 塞 ， 颇有些
“

林屋
”

的仙气 。 建筑师绘制的宣教

中心概念草图 ， 正是这种意境的转译 ， 巨大的无差异

的水波中
，

错落有致的
“

棚屋
”

大大小小地浮在水上 。

其实致正 建筑也不是 第
一

次在设计中借用王蒙 的画来

阐述概念 ，

早年的青浦淀山湖培训接待 中心设计 ， 就

曾受到 《西郊草堂图 》 的启发 ，

想来也是希望在偏自然

的环境中实践
一

种特定的存在感
［９ １


（
见图 ２ １

？ 图 ２３ ） 。

在我看来 ，

尽管
“

山 水
” “

错落有致
” “

隐居
”

这

些词汇有强烈的园林暗示 ， 但是建筑师似乎没 有刻意

用园林的操作来对待宣教中心的设计 。在某次细聊 中 ，

建筑师讲述了小时候居住在宁波东钱湖的老家 ， 需要

从埠头穿过主巷老街
，

进入墙 门
，

再连续经过堂 前 、

坐起 ２ 个公共空间 ， 最后到达正屋 。 在
一明两暗的厅

堂
， 以及天井和厢廊这些家庭共享空 间 中的明暗切换 ，

还有逼仄巷道 的尺度感 ， 已经强烈地形成了 某种基本

的身体性诉求 ，

也成为建筑师空 间营造中 的本能 。 也

就是说 ， 王 蒙的画 ，

更像是在指代人和设计的直接关

系
，

一种人 在环境中 的 、 有依有靠的存在方式
——

在

无边的山水 中寻找凹档穴 口
， 或者占据有安全感的营

造
。
这种对环境的具 身认知 （

Ｅｍ ｂ ｏｄ
ｉ

ｅｄｃ ｏ
ｇ
ｎ

ｉ

ｔ
ｉ

ｏ ｎ
 ） ，

比起专业 性的话题更像是
一

种通感 的过程——在巨大

的无参照环境中设计 ， 其实就是
“

具 区林屋
”

式的环

境干预 ，
需要提供

一

个可以凭借的 、 能够让人存在的

评价
［ ｕ＞

］

。 所以 Ｙ单元空 间 ， 就是用一个动作创造 两

种身体感知的方法 ， 通过屋面的反转和拼接 ， 把双坡

棚屋 的
“

人
”

字顶变成
“

Ｙ
”

字顶 ， 并置的
“

ＹＹ

”

单

元之间 延续了 棚屋的基本空间结构
——人于其下 ，

继

承 了
“

双坡棚屋的庇护感
”
——又可以跨尺度地串联 、

操控起高低大小的变化 ；

屋顶上出现的几何凹槽 ， 在

意念上提供了
“

山谷 凹处的栖居感
”
——人在其上

，

利 用开 阔且无参照物 的巨大背景 ， 放 大了 这种依靠 。



时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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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 会议展览栋南侧廊下

１ ８ ．食堂栋檐下遥看

１ ９． ２０． 宣教中心主体架构施工过程

２ １ ． 王蒙的 《 西郊草堂图 》 局部

２ ２ ． 王蒙的 《 具区林屋图 》

２ ３ ． 宣教中心概念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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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换的变化之处在于 ，

一方面 ， Ｙ 形单元从结构

的独立性来看
，

屋脊部位天然不需要 闭合 ，
脱开 的屋

脊线 既打破 了棚屋传统 的采光方式 ，

让其下空 间的使

用灵活度更高 ，

也出现向天 空
“

延展 和开放
”

的趋势 。

如果从 内外关系看 ， 棚屋原型出挑后下压 的檐下空间 ，

深远 、 低矮
，

创造 了适合人尺度 的荫蔽感
，

是室 内空

间的延展 ， 而新结构的檐下缘侧 出现了上扬 的空间反

转 ， 这种感受既是建筑内部向环境的 敞开 ， 也加强 了

外部环境的吸入 。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看这个关系 。 宣教 中

心是一个不适合凝视的建筑 ， 因为它在照片中 有完整

的造型感 ， 很容易觉得这是
一

个从概念落地的清晰实

体 （ ｓｏ ｌ ｉｄａ ｒ ｃ ｈ ｉ ｔｅｃｔｕ ｒｅ  ） （
见图 ２４ 、 图２５ ）

。 而在实际

的远观中 ， 这种物体感会被对象感替代
——还记得宣

教 中心在总 图上的位 置关 系吗 （
见 图 ２６

 ） ？ 如 果从

南靠近场地 ， 房子给人 的印象就是逐渐变大 ，
它的轮

廓层次错落 ，

边界模糊 且不肯定 ；

如果从北进入 ， 走

到某个位置时房子就会 突然出 现在近前 ， 有平台 、 有

架起 、 有景框 ， 有凹凸的空间藏在其 中 ，

屋 顶往外上

扬 ， 往内 下降 ， 破碎与片段 的场景消解了 不 同规模单

体的尺度差异 ， 形成
“

层叠的 、 阴影 中的模糊建筑
”

。

如果进入室 内 ， 会发现从
一

个无尺度的 、 不确定的环

境进入 到中观的空间深度 ，

房子会突然变大 ， 内部的

自 由 度也在 增强
［ １ １ １

。 借助模糊 的线性空 间组织方式 ，

建筑上 下产生了 具有方向性和原始感的景象——屋顶

下平行于结构单元的视野是
一

种有身体包裹感的屋 内

檐下的静观体验 ，

“

在不 同空 间单元间穿行 时 ，

高低

明暗 的交 替变化所形成的节奏感如同穿行于园林宅院

之 间
”

；

屋顶上 的
“

山谷
”

裁切 了湿地 ，

提供了 一种

比正常远观视点略高 ， 真正类似平远的连绵影像 （
见

图 ２７
？ 图 ３ １） 。

这 种静观和动 观 自 由切换带来 的有 想 象力 的体

验 ，

让参观者在无意 中消解 了
“

强形式
”

，

它不像 园林 ，

但带有某种园林的如画感 。

２．２ 湿地性的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 ， 要深刻地理解这种具 身性体验 的

对象湿地 ， 需要我们再次回 到更初始 的感知


般

来说 ， 感知可以在语境中 找到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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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教 中心建设之前
，

生态整治示范 区内已经出

现 了
一些轻型结构的木房子 ，

而在隔岛相望 的南汇东

滩还 有朱竞翔建筑师设计的禁猎区工作站 （
见 图 ３２

？

图 ３４
） 。 这些更像 水上住居的房屋 ， 表达 出其谨慎确

立与敏感生态环境以及平坦地景间的和 谐关系 ， 提供

了观景的便利 ， 其本身也成 为水上地景中 的
一

个片段 。

相 比而言 ， 宣教 中心就是 某种 人类 高强 度活 动

的浓缩记录
＠ ［ １ ３］

，
它让我们产生某种熟悉又异样的感

觉
——组群的某个局部就像湖上住居 ，

会唤起常态的

体验 。 但是
“

反转空 间
”

的概念 ，

让这个建筑发生了

变形
——开 阖 、 强 弱 、 轻 重 、 大小 、 直斜 、 锐角 、 钝

角构成 了有 别于 湖上住居的感 知特征 ，

也 出现 了建筑

师反 复提到 的设计
“

张力
”

。 如果我们仔细看建筑的

剖 面 ， 它 实际 上
“

飘
”

起 了 两 次


次从水 面架

起 ，

一

次在柱顶飞扬成巨大的屋顶 。 虽 然房子本 身是

水平 的 ， 但是屋顶的设定显然与水平性 矛盾 。 这种 内

在的起伏 ，

给大环境延续的水平性添加 了
一

个 复合的

关系——从远处看 ， 层叠的芦苇让建筑的前景出现 了

起伏 ， 但又不会像树木
一

样真正超越建筑的尺度 ， 产

生强烈的凹凸疏密关系 ；

身处起伏 的屋顶
，

到了 夏天 ，

长高的苇草又会和远处的苇塘模糊地连成
一

片 。 虽然

草顶下的结构并不轻质 ， 但这种与 身体体验感纠缠在

一起的关 系 ， 与小屋 、 山谷的意 向产生 了关联 ，

能够

让一个很抽象的操作创造出容纳两种感受的可能性
［

１ ４
１

。

东 滩 头是 来 崇 明 岛 的人 必 去 的 一 个地方 …
…

横 穿过 无 数 的河 汊 ， 我 们 来 到东 滩 头 ， 这 里其 实

就是 一 片 非 常 阔 大 的 湿地
……

一 条 弯 曲 的 木长 廊

伸展 岛 湿 地 深 处
…… 看 到最 多 的 除 了 游 人 就是 天

上 倏 忽而 过 飞 入 湿地蒿 草 丛 中 的各 色 大 鸟 ， 还有

浅 水 的淤 泥 里慌 张爬行 的 独 臂红 蟹 … …太 阳 大 起

来 的 时候 ， 避 在 走 廊 尽 头 的 亭子 阴 处 ， 湿 地 的 草

滩 蒸腾 出
一种 浓郁 的青 草 气息 ， 熏得人 昏 昏 欲 睡 。

远处 的 草窠 深 处 有 一只 麻鸭 也低垂 着 头
，
和 我 一

样在 幸福地打 盹 。

？

建筑师曾经说
，

示范区 内 的木屋通过木栈道连 接

堤坝 ， 栈道地面铺砌着木条 ， 苇草可 以从缝 隙中长 出

来
，

这给他们 留下很强 烈的印象 。 这种木栈道 的做法 ，

用木桩打入淤泥 ， 在水 中和泥 沼之上树立起长短不
一

的桩基 ， 节奏在 变化 ， 伸 出的立柱支撑着上部 木条铺

就的平 台 ， 可 以容纳各种尺度的木造单元 ，

也能形成

复杂 曲折 的形态 ，

具 有某种模糊的原始建造 想象 。 芦

苇 、 苇塘 、 沼泽 ， 和这些栈道像是
一

起从湿地上长 出

来 的 ，
而且会伴随着

一起生长下去 。
这个意义上 ， 栈道 、

苇 草 、 水塘有着更密切的关 系 ， 就如同相似的物体 ，

是朋友也是对手 ，
它们是等价的关系 （ 见图 ３ ５） 。

宣教中心蜿蜒曲 折的栈桥 、 平台 以及栏杆显然取

自 园林 ， 它用预制水泥条铺砌 了地面
，
是一个特别 集

合化 的 系统设定 ，
虽 然与 建筑整体 的 系统化并无 矛

盾 ， 但是 当平面布局和局部形式开始投射 园林操作的

瞬 间 ，

宣教中心方案 已经表现 出 了
一

个人大于 自 然的

姿 态和认识 。 这 种建筑设计的
“

度
”

，

和东滩这样
一

个无尺度 的巨大 自然到底 有没有悖论？ 而作为
一

个 巨

大人工工程的注 解 ， 这个建筑的
“

度
”

又能让不依赖

具体环境的心理暗示 以及对应的身体感知走向何种状

态？ 这可能是 宣教中心值得继续复盘的问题 。

回 望东滩 ，

一道道堤坝
、

一次次围垦让海洋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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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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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湿地
，

让湿地变成垦田 ；
堤防之外 ， 又

一公里的光滩

已经悄悄成型 ， 也许不久就会 发生下
一

次的堤围东进

（ 见图 ３６ ）
。

一

张蓝图推动 的惊人地貌和 奇妙人工感 ，

让其中 的每
一丛芦苇 、 每

一

条河道 、 每
一

个房子都投

射 出当代 中国的 巨大动能 。 宣教 中心不是那种崇高感

和既定性 的房子 ，

它从一开始就带入 了某种矛盾性的

反差 ， 制造 出某种张力 ，

它用
一

种貌似不合理的人工
，

面对了也许是未来的内陆湿地
（
见图 ３ ７

？ 图 ４６ ） 。

（ 本文在与张斌 、 周蔚两位建筑师的访谈 、 交流 ， 以 及致正建筑

事务所提供的大量设计资料基础上完稿 ， 写作过程得到 刘东洋老

师的悉心评点 ， 万露建筑师 、 胡晓劼结构 师为 文 中观点 带来很有

价值的讨论 ）

（ 图 片来源 ： 图 
１ ２ ：ｈｔ

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ｊ

ｆｄ ａ ｉ

ｌ

ｙ
．ｃｏｍ／ｗｘ／ｄ ｅｔａ ｉ ｌ

．ｄｏ ？ ｉ

ｄ＝８０ ３４
；

图
１ ３

， 图
１ ４引 自谷歌地图 ； 图 ２１ ：ｈ ｔ

ｔｐ ｓ
：

／／ ｉ

．

ｐ ｉ ｎ ｉｍ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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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ｐｇ ； 图２２ ：

ｈ ｔｔ ｐｓ ：／ ／ｉｍ ａｇ ｅｓ ． ｓｈ ｏ ｂ ｓｅ ｒｖ ｅｒ． ｃｏｍ／ ｎｅｗ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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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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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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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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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８７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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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ｐｇ  ； 图 ３２ ：ｈ ｔｔ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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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ｄ ｎ ｒ ．ａ

ｓｐ ｘ ？ｉ ｄ＝ｆｆｃ９ｆ４３ ２
－

ｆ８ｂ６
－

４ ｂ５３
－

８ ｂ ｌ
４－

ｃ １ ５ｆ３ ｃ５５３ ｅ９ｂ 
；

图 ３３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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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ｓ

：／ ／ ｎｅｗ ．ｑ ｑ ．ｃ ｏｍ／ｏｍ ｎ／２０ １ ９１ ０ １ １ ／２０ １ ９ １ ０ １ １ Ａ０ＱＺＧ ３００．

ｈ ｔｍ ｌ  ； 图 ３４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ｉｋ ｕ ｋｕ ． ｃ ｎ ／ ｐ
ｒ ｏ

ｊ
ｅｃｔ／ ｎ ａ ｎ ｈ ｕ ｉｄ ｏ ｎ ｇ ｔａ ｎ －

ｊ
ｉｎ ｌ ｉｅ ｑｕ

－

ｙ ｉｄ ｏｎ ｇｚ ｈａ ｎ
－ｚ ｈｕ

ｊ
ｉ ｎｇ

ｘ
ｉ

ａ ｎ
ｇ ； 图 

３６ 引自天地 图
？ 上海地图

ｈ
ｔｔ ｐ ｓ： ／／ｗｗｗ ．

ｓ
ｈ ａｎ ｇ

ｈａ ｉ

－

ｍ ａｐ
．ｎ ｅｔ／ ｓｈｔ ｄｔ／ ｉ ｎｄ ｅｘ． ｈｔｍ ｌ ， 其他图 片图纸

均由致正建筑事务所提供 ， 摄影
： 陈颢 ）

注释 ：

① 东滩鸟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在上海崇明 崇明岛的最东端 ， 南北

濒临长江入海口 ， 向东伸向东海 ， 是长江口 淤积的东滩湿地的

一部分
， 有大片咸淡水交汇的沼泽地 、 潮沟和滩涂 ， 沼生植被

繁茂 ，

底栖动物丰富 ， 是鸟类迁徙 、
栖息的重要集居地 ， 鸟 类

种类占中国鸟类总数的十分之
一

。

② 又称为平滑网茅 ， 原生于北美洲大西洋沿岸的潮间带泥滩 ， 因

经济效益被引入世界各地充作固滩用途 ，

但容易成为入侵物种 ，

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 ， 造成湿地渐陆化 。

③ 控制互花米草生长的有效方法包括物理控制
一一挖根并绞碎 、

水淹、 火烧 ， 化学控制
一一除草剂 ， 生物控制——食草动物光蝉 、

在茎杆钻孔的飞蝇幼虫等 。 东滩因地制宜
，

以生物控制为主 。

④ 建设单位是上海园林绿化局下属的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 ， 施工单位是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项 目

不是
一

般的民用建筑 ， 不需要通过规划审批程序 。

⑤ 原设计为宿舍的
一

部分 ， 施工中根据甲方要求改为工作营研究室 。

⑥ Ａ
、 Ｂ 、 Ｃ 三栋是独立的 Ｙ 单元 ， 设天窗 ； Ｄ 、 Ｅ栋是连续折板 ，

不设天窗 。

⑦ １９ ９８
—

２０ ０１ 年间修筑的堤规 ，

５见在是东滩最东端的第二道堤围 。

⑧ 最宽处 １ ｋ ｍ
，

由南向北逐渐收窄。

９ 引自 张斌东滩设计讨论会录音稿。

１０ 引自 致正建筑《 浮山林屋 ： 崇 明东滩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

栖息地优化工程宣教中心 》 汇报文件 。

？ 宣教中心所在的东滩
， 是

一个临海多风 、
咸淡水交汇的特殊环

境 ， 轻质结构在高盐高湿度中 ，材料表面的自然风化和虫害腐蚀 ，

给维护增加了困难 。 结构安全、 耐候性 、 永久性和维护便利是

建设方要求 的核心
、问题 ， 与钢结构 、 木结构不同 ，

钢筋混凝土

虽然 自重大 ， 基础埋深对环境的影响大 ， 但采用天 然条基加局

部筏板作为扩展基础 ， 对软性土壤的压强会减小 ， 同 时 ， 钢筋

混凝土的 整体刚 度均匀 ， 在滩涂地这种不均匀技术上 ， 对抗不

均匀沉降的传导会更有利 。 而且东滩固堤以后
，

堤内水位的变

化不大 ， 钢筋混凝土经过充分的防腐措施 ， 完成后长期浸泡在

同质水环境中 ， 温差不大 ，

物理和化学性状变化也不大 ， 稳定

性和耐腐蚀性都比轻质结构更好。 宣教中心、

的每个 Ｙ 单元可以

独立支承 ， 不同功能和体量的建筑各有不同——Ａ 、 Ｂ 、 Ｃ 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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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非上人茅萆保温坡屋面

？ 
１ ２０ 茅草束用麻绳绑扎在预留钢筋上 ； ２０ Ｊ５ １

：

３水泥砂浆保护层 ； １
＿

５厚聚

氣乙烯防水卷材 （ 内增强型 ＞；

１ ＊２＋１ ． ２厚双层三元乙丙橡胶防水卷材 ；

２ ０

厚 １ ： ３水泥砂浆找平层 ； １ ０５厚泡沬玻璃 １
６０保温板 ； 隔汽层 ； 现浇钢筋混 凝

土屋面板

２ 上人种植保温坡屋面

３０ ０ －６ ００厚种植土 ；土工布过滤层 ； ２０高凹凸型排 （ 蓄 ） 水板 ；

２０厚 １ ：

３水

泥砂浆保护层 ； １
．５厚聚氣乙烯防水卷材 （ 内增强型 ） ；

１ ２＋１ ．２厚双层三元

乙丙橡胶防水卷材 ； ２
０厚１

： ３水泥砂浆找平层 ； 轻质混凝土找坡 ；

１ ０５厚泡

沫玻璃 １ ６ ０保温板 ； 隔汽层 ； 现浇 钢筋混凝 土屋面板

３ 厚铝板披水 ， 表面做浅灰色粉末喷涂 ：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水泥砂浆保护

层 ；

１

．５厚聚氣乙烯防水卷材 （ 内增强型 ） ；

１ ２＋１ ＿２厚双层三元乙丙橡胶防

水卷材隔汽层 ．

？

现浇钢筋混凝土屋面板４

４ 断热氧化铝型材中空钢 化安全夹胶玻璃窗

热压圆钢 ． 表面做浅灰 色氰炭喷涂

不锈钢连接件 ． 与竖龙 骨焊接

隈热铝合金窗隔热条中空安全玻璃

５松木百叶 ； 不锈钢 通长

６ 抛光混凝土楼楼面

清水混凝土表面 ； 在结构底板／地面基层上沿分格缝方向 （ 离分格缝边

１ ５ ０ｍｍ  ） 植筋 ６ ， 深度为 ６０ ｍｍ ， 间距 为 １ ００ ０ ｍｍ见方 ． 与铺设 ６＠２０ ０单层

双向钢筋网片进行可靠连 接 ； 丨

５０轻骨料混凝土垫层 ； ２０厚 １ ： ３水泥砂浆找

平 ；

５０厚泡沫玻璃 １ ６０保温板 ． 设备管线安装完成后填充于管道之间 ；

１ ．５厚

聚氨酯防水层， 沿墙上翻 至地面以上 １ ００
：

２ ０厚 〗 ： ３水泥砂 浆找平 ： 水泥浆一

道 （ 内掺建筑肢 ） ； 现浇钢筋混凝土底板

７ 预制混凝土条板镂空地 面

４ ０宽 〗
５ ０

ｊｆ预制混凝土条板 （ 留缝 １０ ｍｍ
）

． 搁置于梁上 ；

１ ３ ５高混凝土垫

块 ： 现 浇混凝土梁架

３７ ． 会议展览栋多功能厅

３８ ．

３ ９ ． 会议展览栋剖透视

４０． 会议展览栋详图

４１
． 会议展览栋展厅

４２ ． 研究室

４３ ．会议展览栋二层展厅

４４． 研究栋剖透视

４５ ． 食堂栋剖透视

４６ ．宿舍栋室内 －陈颢摄影

３７ ． Ｔ ｈｅ Ｍｕ ｌ

ｔ
ｉ

－

ｐｕ
ｒｐｏ ｓｅ Ｈ ａ ｌ ｌ ｏｆ Ｃｏ ｎｆｅ ｒｅｎ ｃｅ ＆ Ｅ ｘｈ ｉ ｂ ｉ

ｔ
ｉｏｎＳｅ ｃ

ｔ
ｏ ｒ

３８ ．３９ ．Ｃｕ ｔａ ｗａｙ
ｄ

ｒａｗ ｉ ｎ ｇ ｓ ｏｆ ｔ ｈ ｅ Ｅｘｈ ｉ ｂ ｉ

ｔ
ｉｏ ｎ Ｈ ａ ｌ ｌ

，
Ｃｏｎｆ ｅｒ ｅ ｎｃ ｅ＆

Ｅｘｈ ｉｂ ｉ

ｔ ｉｏ ｎＳｅｃｔｏ ｒ

４０ ．Ｄｅｔａ ｉ ｌ ｄ
ｒａｗ ｉ ｎｇ

４ １ ． Ｔ ｈｅ Ｅｘｈ ｉｂ ｉ

ｔ
ｉｏｎＨａ ｌ ｌ ｏｆＣｏｎｆｅ ｒｅ ｎｃｅ ＆ Ｅｘｈ ｉ ｂ ｉｔ ｉ ｏｎＳｅｃｔｏ ｒ

４２ ．Ｄ ｉｎ ｉ ｎｇ


ｈ ａ ｌ ｌ

４ ３ ． Ｔｈｅ Ｓｅｃｏ ｎｄ ｆ ｌｏ ｏｒ ｏ ｆｔ ｈｅＥｘｈ ｉｂ ｉ ｔ ｉｏ ｎ Ｈ ａ ｌ ｌ

，
Ｃｏｎｆｅ ｒｅ ｎｃｅ＆Ｅｘｈ ｉ ｂｉ ｔ ｉｏ ｎ

Ｓｅ ｃｔ ｏｒ

４４ ．Ｃｕ ｔａｗａｙ 
ｄ

ｒａｗ ｉ ｎｇ 
ｏ ｆｔｈ ｅ Ｒｅｓ ｅａ ｒｃｈ Ｓ ｅｃ

ｔ
ｏ ｒ

４５ ．Ｃｕｔ ａｗａｙ 
ｄ

ｒａｗ ｉ ｎ
ｇ 
ｏ ｆ

ｔ
ｈ ｅＤｉ ｎ ｉ ｎｇ

Ｓｅ ｃ
ｔ
ｏ ｒ

４６ ．  Ｉｎ ｔｅｒ ｉ ｏ ｒ
 ｏｆ 

ｔ
ｈｅＤｏ ｒｍ ｉ

ｔｏ ｒ
ｙ
Ｓｅｃ

ｔ
ｏ ｒ

都是局部带折板的
“

Ｙ
”

形悬臂十字柱排架结构 ， Ｄ 、 Ｅ两栋宿

舍是钢筋混凝土折板结构 。 Ａ 栋为了解决大 悬挑 ， 还特别适用

了工字钢的龙骨
， 外包混凝土成为型钢性混凝土结构 。 屋顶的

拉杆 ， 承担了结构单元之间 的整体性连接作用 ， 它和 Ｙ单元屋

顶上的钛锌板收边
一

样 ， 变成了现浇混凝土屋面和裂隙间 玻璃

天窗的容差器 （ ｔｏ ｌｅ ｒａｎｃ ｅ
）
。

？ 黄波 ． 夜渔 ［
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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