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 目名称 云 山诗意
·

人 家

项 目地点 广州市白云 大道黄边北路

业 主 方圆集 团

建筑 面积  

设计单位 汉森国际伯盛设计

建 筑 师 盛宇宏

工 程规模 总用地 面积  ! ∀

总建筑面 积

其中住 宅 , 栋
,

分别为
、

, 层
,

高层并连塔 式住 宅

百年
“

西风欧雨
“

之后
,

本土建筑溯源 而

归
。

云山诗意 人家于中式风格走向回归的大

潮中博采众长 在找到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精髓

的同时
,

吸纳了西方现代生活流线 并充分发

挥其在空间结构方面的合理性
,

带来符合现代

生活方式的舒适感 创造茹古涵今
、

中西交融

的宅院居所
。

这是一个传统中国民居建筑语言及精神

在高层住宅中的大胆 尝试 项 目地处 白云 山

麓 西门路段黄边路南侧
。

总平面规划结合地

形特点 以折线 型住宅与半地下会所围合下

沉式小区 中心花园 令狭长的内院得以充分

利用 整体空间协调
,

平面过渡流畅自然
、

小区

住宅底层架空绿化 结合似断还连的景墙 步

移景异的院落设计 着重突出中国传统造园理

念和人文精神
。

主体建筑平面 引入空中花园

使户内户外形成丰富的流动空间 景观更好

立面以白色墙面为主基调 配以黛瓦坡顶
‘

木

隔窗
,

马头墙 玻璃加钢的栏杆 是民居形式在

高层建筑的大胆而成功的运用 在这里 建筑

溶入园林 园林是建筑的延伸 内涵丰富 格调

幽雅的中式园林建筑为住户提供了一种大户

人家的生活方式 促进发展和谐交往的邻里关

系 实现真正的东方人居体验
、

本项 目旨在表现东方建筑艺术与文化风

格 具体到小区本身以徽州地 区传统民居 即

徽派建筑 为基调 融合一些其它中国 民居素

材 运用现代的手法和技术手段 把这些经过

精筛细选 最富代表性的元素有机地整合成具

有宜人的尺度 细而不繁的统一体 徽派建筑

的精髓深就其里 现代建筑整洁简约特性流露

其间
。

建筑恰如其分的色
、

形 影 韵 使建筑浑

然天成

本项 目建筑立面运用徽派建筑传统 民居

西 任通示



的色彩技巧 重视黑
、

白 灰
、

点
、

线
、

面的有机构

成 以白色墙面为主基调
。

黛色屋面
、

格口和马

头墙为构图的要素进行组合 缀以点睛用花窗
、

圆拱门 使建筑高低错落疏密有致 清新淡雅
,

纯朴自然
。

建筑竖向分上
、

中
、

下段
,

用阳台竖板
、

立柱

把三部分有机地整合成不相脱节的一个整体
。

上段顶部是建筑的形与魄所在 案中以徽派建

筑马头墙为建筑远观主剪影 辅以双坡
、

半坡黛

瓦屋顶 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天际轮廓线
。

单体

中不对称的手法削减了建筑繁复累积感
,

增添

了建筑的动感
。

中段是建筑的过渡联系段 也是建筑主墙

面段
。

以白色粉墙为主 配以小面积低明度色彩

的灰砖和窗框 与白墙形成对比 这正是徽派建

筑色彩搭配主要原则
。

阳台长短相错 以及不对

称的运用
,

减少了建筑的单调性
。

下段是近人的尺度段 为此在尺度上更为

考究
,

层次更为丰富 细节亮点更为细腻鲜明
。

架空层风雨廊的引入 既体现以人为本对人无

微不致关怀的设计理念 又丰富空间层次 使狭

长的园林空间得以有效扩展 而且园林在建筑

中穿插
,

使建筑与环境溶合为一个整体
。

垂花门

与现代的槽钢玻璃矮端
,

围成的灰空间院落 突

出楼宇的出口 营造出一种归家感
,

照顾了国人

千百年来院落生活情慷
。

层盛错落的黛瓦
,

精细

雅致的雕花与柱饰 欲隐犹现的镂空花窗
,

趣味

景致的挑台拱门
,

配以翠竹粉桃 一幅徽州山水

田园水墨画卷映入眼帘
。

园林围绕东方神韵为主题 园林中可以看

到中式凉亭和建筑的马头墙
,

整个园林不是平

面的
,

而是错落有致
。

园林以约 长
,

以西

向东的流水壁为源头 弯弯曲曲的水源穿过园

林
,

向东延伸至泳池 极像一把中国古琴
。

下沉式会所设 于园林里 立面采用通透玻

璃 入 口运用月亮门设计 连接入 口的是江南步

桥 共有上下二层 具有浓厚的民居风格
。

江南步

桥两旁是人工水池以及利用高差形成澡布
,

坐在

会所大堂就可通过玻璃幕墙观看到泳池和澡布
。

会所内设有泳池 书画室 棋牌室 健身房 舞蹈室

乒乓球室 桌球室 休闲吧等
。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 建筑业界同仁数

十年上下求索 大多数是带普遗憾而退缩
。

尤其

民族传统建筑艺术在现代高层建筑的运用中
,

成功者更是廖廖无几 或是焚琴煮鹤不得其意

做得过于沉繁复杂 或是穿衣戴帽不领其旨

处理得过于轻描淡写
。

本案在设计中引前人前

本为鉴
,

深究其旨 在写意的同时强调建筑的协

调统一
,

建筑的整体性
,

避免建筑元紊间相互脱

节
。

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运用 尽可能做到恰如

其分 促使每个元紊都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

减

少建筑另类
、

突兀的感觉 这是项 目案例迈向成

功的要 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