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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统筹＿刘 珺（本刊记者）

稻花香里说丰年——扬州三间院

DaohUaxIaNG lI ShUo FeNGNIaN 
——yaNGZhoU SaNjI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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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院坐落在京杭大运河和廖家沟这两条流经扬州城东的著

名水系之间，新汽车东站北侧，宁通高速扬州东出口右侧200米。

快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使得这一城市近郊很快成了城乡结合部，

基地的西侧紧临广陵新城刚刚建成的呼叫中心产业区，东边村庄

农舍仍然时不时升起炊烟。三间院居其中并服务于邻里，其占地

355亩，绿化覆盖率超过85%，建筑功能相当于农家乐会所，并因

经营需要发展成为集餐饮、客房、会议于一体的社区中心。建筑

规划约1900平方米，四合院设计风格元素，集中国传统文化与扬

州地域文化为一体，体现尊贵、私密、低调的奢华引领健康、品

位生活的方式。三间院共有地理餐饮包厢20余间，10人包厢仅10

余间，餐饮区域主要分水、竹、石三个庭院，每个庭院的设计都

各有特点。

＿设计理念：强调“因地制宜”的“基本建筑”理念

可以说，三间院的诞生完美诠释了设计师张雷一贯坚持的

“基本建筑”理念，即强调“因地制宜”，崇尚形式的简约及与

环境的协调，也因而在无形中实现对环境和自然的尊重。张雷非

□ 作品简介  

项目名称：扬州三间院

项目功能：农家乐会所

项目地址：中国·扬州

业      主：扬州泰达建设发展公司

主设计师：张雷

结构设计：扬州城市规划设计院

施工监理：江苏苏中施工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

所获奖项：世界建筑中国奖入围作品

□ 主设计师简介  

张雷，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创始

人兼总建筑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规学

院教授，建筑设计与创作研究所所长。

2009年5月张雷被英国ICoN杂志选为

全球20位最有未来影响力的青年建筑

师；2008年张雷建筑工作室入选美国

建筑实录（architecture record）全球

十大设计先锋事务所。

常关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即做设计时，不想专业

方面的问题，而全然面对一个真实的生活状况，用

最合理的方法来盖房子，符合现实，掌握当地人、

事、物的条件从而进行设计；探索的是用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来回应复杂的设计问题，尽可能切中

最本质的思维要害，力图以普通的技术和材料，通

过创造性的组织，实现充满文化张力的建筑，并在

建筑与所处的社会文脉之间建立批判性的互动。

三间院项目的最初构想是一座以农家乐为主

题的餐饮会所，所要呈现的是郊野乡间的农舍组成

的群落。建筑组合来自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张雷旅

途中所见内蒙古草原平展绵延地景之上的小客栈。

几排双坡顶的小房子以一种几乎笨拙的方式挨在一

起，这或许是当地牧民所能想到的最简单、最直接

的建筑组合，既解决了功能的需求，又共同积蓄了

以小搏大和辽阔无垠的地景相抗衡的力量。二是江

南新民居的轮廓和院落，地方材料和建造技能永远

都是财富。三间院的答案直接明了，面对项目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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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石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禅宗文化有所联

系，故三个院落也被称为儒院、道院和禅院，这让

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建筑拥有了隐士般的不俗气质。

与传统的坡顶建筑带有屋檐不同，成排的双坡

顶在与边墙交界处戛然而止，张雷用一种陌生化的

处理方式交待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项目结合了公

共功能、私密形式、整体性大体量以及小庭院的亲

切感，从形式到使用充满了有趣的矛盾。远观是乡

野缩微村庄，近看是纹理丰富、凹凸交错的像素化

砖墙表皮。

的混杂性，当地的河泥红砖被用来完成最后结构性的编织，刻上

时间的痕迹。手工建造的粗糙质感和黏土砖廉价的感觉被精心设

计的肌理组合所抵消，使项目呈现出一种私密而低调的奢华，纵

使荆钗布裙，却难掩不俗之气。

＿设计特色：乡土建筑外衣下的隐士气质

为了与周围田野地景相配合，三间院使用了黏土砖，一种当

地农村常用且廉价的砌筑材料，但墙面参差突出的两种砌筑图案

不仅造成了丰富的肌理感，也给农舍式的、轮廓单调重复的外观

增添了几分趣味。同时，设计师张雷为了传达并再现乡土聚落的

空间结构，将两个平面完全一样和一个平面稍有差异的形体单元

似乎不经意地布置在场地上，像是自然生长的乡村风土建筑——

乡土聚落中常见的类型化的形式同构。

三间院由三个独立的院落组成，呈现出熟悉的本土造型，表

达了中国传统庭院环抱、围合和隐藏的突出特征。建筑每一单元

的平面构成围绕三个内院螺旋式的布局，宛如一个缓缓舒展身体

的蜗牛。三组院落分别被赋予“水、竹、石”的主题，因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