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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偶发的起点

这个项目历经了两个起点。创始人曲明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东北男

人。他年轻时从农村来到上海，步入中年之后却一直在寻找他的返乡

之路。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工作之余开着越野车到处往山里走，哪

里没路他就往哪里开，专找一些不在地图上的村子。他没有任何经营

酒店的经验，却要做一个他想待的地方，他认为如果他愿意待，那么

其他人应该也就会待下来。我的印象还很深刻，与曲先生的初次交谈

是约在南外滩的老码头。一杯咖啡的时间，让我对他所描绘的愿景有

了更直观的感受，同时也被他的简单和真诚深深打动。当第一次来到

位于阳朔兴坪古镇旁的杨家村，见到村里这一片朴实无华的农民房、

自然地坐落在喀斯特地形之间的那个时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成为

我职业生涯中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虽然我们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是

很模糊的。

酒店的选址是在杨家村的边上，它属于村的一部分，但比较巧的

是，它有几栋房子又跟村是可分可合的状态。所以一开始进到这个地

方，不太容易看出到底哪部分是酒店、哪部分是村。我看完现场后并

没有马上开展工作，而是思考了一段时间，怎么做？怎么入手？

云庐一期从启动到建成，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而后来在媒体的

一炮走红，也意味着曲先生的寻乡之旅，不仅没有告一段落，反而

有了更广阔的走向。开业大约一年多的时候，由于新的投资人周欣

(Cindy) 女士的介入，项目有了第二个起点。周欣是一位成长于桂林、

在美国留学和工作多年之后定居上海的西南女子。当二期的泳池和瑜

伽亭准备启动的时候，她来我工作室找我聊了一个下午。与一期不同

的是，在一张图没画的情况下，我已经清晰地向她描述我脑海里浮现

出的一种全新的山、水、亭、树的相应关系。就这样，周欣和我开启

了双方极度信任并维系至今的合作关系。

2  善用的现场

作为第一个把自然村和夯土农舍成功改造为精品设计酒店的喜

岳 · 云庐，它既不遵循传统酒店的模式，也抗拒过度设计的精品酒店

套路。云庐所提倡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方式，它的入口不设

大堂，房间不配电视，酒店员工既是村民，也是房东，整个酒店也没

有严格意义的门禁和围墙，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次乡村振兴和可持

续发展的长期实验。当然，最大的价值还是对现场的保护和再利用，

通过设计呈现出属于这个地方的独特气质和气场。

一期的设计挑战之一是如何善待和善用这些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夯

土砖房，同时，也希望由于设计的介入催化出这个地方原本没有的空

间类型。但直觉告诉我设计的动作必须轻，以新的一组建筑和轻质屋

架来取代原本的砖混房、猪圈和一段已经倒塌的夯土墙。

在设计二期的瑜伽亭和泳池的时候，建筑师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如

何减少对自然地形和周边植被的破坏，以最少的干预达到最大的效果。

原来的坡地被重新处理为 3 组不同标高的台地来适应整个空间序列

的 3 个不同节点：入口-泳池-瑜伽亭，同时利用土建的高差关系，

把必要的水循环设备房藏在泳池边的休息平台之下，以尽可能地减少

基础开挖。瑜伽亭则以极简的形式，“漂浮”在最高的台地上。酒店

客人的体验，从建筑聚落走到自然山野，在空间上层层递进，到了这

里转首回望、远山近水、一览无遗 ( 图 1~5)。

2  酒店整体鸟瞰 3  夜景鸟瞰 4  剖面模型

5  一期酒店入口处的轻质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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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候与记忆

当地舒适宜人的环境和相对湿润的气候，是构成这里的人们如何

建造房子和使用空间的基本要素。云庐的建筑设计不仅充分利用在地

材料，同时也不惧采用一些工业化材料和更细腻的工法。不论是夯土

砖和毛石墙的运用，或是钢结构和水磨石的搭配，目的都很纯粹，就

是要带给人们最愉悦的感受。在设计一期的时候，我们把餐厅旁边的

场地从原来的两个院子调整为一个室外广场。我不止一次听到不同的

客人评价说，坐在这个广场当中，不仅有周边喀斯特地貌的群山环抱

的强烈感觉，同时也有种仿佛穿越到了意大利某山城的错觉。在广场

之中我们保留了原本两户人家合用的一口水井，仲夏天热的时候，小

孩儿经常喜欢在这打水和戏水，享受光着脚踩在原本微烫又被清凉井

水打湿的石板地的感觉；入夜后，酒店会在这里放映露天电影，冬天

降温的时候还会在这里升火围炉取暖，原本不认识的客人们在这里饮

酒聊天，进而成为了朋友。这些场景也曾是我在不同国家和城市旅行

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些个人体验。所以有趣的是，云庐的设计灵感不

仅来自于现场与环境，也来自于我的个人记忆和经历 ( 图 6)。

4  与自然共存

规划采取的是一种对当地文化和周围村民的尊重和谨慎的姿态。

在酒店布局上我们遵循了原有的村落肌理，在最大程度上将新的酒店

空间融入了原有的村落结构，并保护了原有的夯土建筑。首先业主从

没想要把村民赶走。他租下来以后，村民在旁边也盖了农民房，仍然

在这里居住，依旧按照传统自然村的模式成长。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

柔性的介入方式。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种反思，不管是政府或是开发

商，也能更多遵循这种柔性的介入，不要进去就想把村民动迁掉，而

应该用一种局部、渐进、共存的方式介入农村。

二期的瑜伽亭和泳池位于村落尽端山脚下的一个台地上，这里作

为整个酒店空间序列的结束和制高点，有最幽静的私密性和最开阔的

视野。我们对场地进行了最少量的平整，最大程度保留周边的地形与

0 2 4mC-C 剖面图_C-C Section 

0 2 4mD-D 剖面图_D-D Section

0 2 4mA-A 剖面图_A-A Section

1 瑜伽亭
2 淋浴间
3 储藏间
4 按摩池
5 休息区
6 泳池
7 景观石
8 竹丛

总平图_plan 0 4 8 16m

6  一期开放餐厅与保留水井的广场

7  瑜伽亭及泳池总平面

8  剖面 0 2 5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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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泳池和瑜伽亭近乎等比例、等面积，平行并置于场地当中。东

侧台阶为泳池入口，西侧环绕孤石以弧线边界收尾。在入口平台东侧

设置了按摩池，整个泳池部分利用高差，设计了高低池，地势低处为

无边界泳池 , 高处是镜面浅水池。我们设想的是，不论在开阔的瑜伽

亭，还是在泳池或者按摩池，有多处可游、可躺、可坐的空间及角落，

供人们安静地欣赏自然远山风光，聆听鸟鸣，感受阳光、微风甚至是

细雨。正所谓低池深而近路，可望村、望树、望石。高池浅而近亭，

可观山、观云、观星 ( 图 7~13)。

设计从最根本的场地关系开始，最先处理的是空间与地形的关系。

由于方案选择在两个不同的场地标高解决泳池和瑜伽亭的落位，这意

味着在处理地形的时候，实际上探讨的是结构问题，特别是地坪以下

的结构基础，如何有效地把原本有一定高低落差的地形重新形成若干

个台地，并结合地形学的思考把结构融入其中，是探讨的核心问题。

5  核心的力量

瑜伽亭的结构设计是以一组弧线钢板墙和 A 型钢柱支撑起一片

24m×8m 的水平屋檐。这片弧线钢板墙不仅是结构的“核心”，也是

空间的“核心”——它提供了储藏、壁炉和淋浴间等多种功能。从此

处望向对角线尽端的 A 字撑，结构看似消隐于自然之中，整体又有

瑜伽体式里强调的“核心”力量的隐喻。充满视觉张力的设计，传递

出瑜伽活动力与美的关联，寻求自然与自我的平衡。结构支撑部分全

部用素钢板打造，经过打磨后保留的焊缝痕迹清晰可见，呈现独特的

印记和纹理。弧线钢板墙部分由 12mm 厚的钢板组成，背面的横向

肋板既有结构作用，也可作为储物隔板 ( 图 14~19)。

屋顶部分采用 30cm 高的箱梁结构，灯具、音响、吸音吊顶、瑜

伽挂钩都整合在这个厚度里，并通过两侧变截面的处理形成边侧轻薄

的“悬浮”效果。屋顶开的两个条形天窗及核心筒内的锥形采光孔，

树池剖面图_Tree Pool Section
0 1 2m

在日光晴好的时候给空间带来无限的光影变化。同时，一圈近 50m

周长的抗紫外线半透明 Sunbrella® 布帘替代了常规的玻璃门窗。这

使得空间的形式能够多样而不单一，当帘布围合的时候，形成一个独

立的空间，可以作为瑜伽场地、泳池休息区、举办宴会及会议等多功

能使用。127g/m2 的轻质半透明布帘形成若即若离的边界。最大幅面

为 3m 而长度不等的 3 幅布帘的上部采用曲线轨道固定，下部于帘布

9  泳池望向村落与远山
10  高低泳池

13  瑜伽亭及周边生态

12  树池详图

剖面轴测平面

平面示意

11  按摩池望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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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铁圈链以吸附在地面固定的强磁铁上。这个自行研发设计和定制

的系统可在弱风时起到抗风的作用并保持幅面的平整效果，而在强风

时则能有效脱开底部连接而达到泄压的作用，以避免布帘受到风力损

坏 ( 图 20~27)。

为酒店一期设计的餐厅，是酒店中最公共的一个区域，我希望它

形成一个酒店与外部之间比较清晰的边界。在规划上我们强调的是一

个没有围墙的酒店，而有一种走到村子才发现有几栋房子、正好是给

酒店用的感觉。在这么具有渗透性的酒店布局中，我觉得酒店住客的

心里，还是会有一种需要被保护的感觉。我通过餐厅的这道墙来形成

属于酒店的私密感。我在这道墙的材料上采用厚实的毛石堆砌而成，

并在墙的中间开了一个 2m 见方的大洞窗，作为内部与外界的唯一视

觉联系 ( 图 28)。而在面向这个内院的立面，我用了比较通透的可开

启中轴玻璃门扇，最大程度保持住餐厅与内院空间的延续关系 ( 图 6)。

新建的瑜伽亭和泳池，则采取了一种完全反差的极简美学，通过

一个无立面和弱体量的悬浮建筑，与质朴的餐厅和厚重的客房建筑有

意地脱开，以创造出全新的体验感。这里，建筑与场地的关系更为紧

密而丰富，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更为舒展而自由，建筑与人的关系也更

为直接而纯粹。

6  与结构共舞

瑜伽亭和泳池的全过程中，设计意图清晰，业主决策明快，团队

对建造的要求严苛，而对最后的完成度也相对比较满意。这其中除了

自身对场地、功能、材料等的理解已有充分的信心和掌握，最核心的

要素之一是建筑师与结构工程师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犹如跳双人舞般

默契与和谐。

初始的结构方案考虑弱化瑜伽活动区竖向结构构件的存在，同时

考虑减小屋面跨度来控制屋面构件尺寸，结构方案采用适当增加立柱

根数但减小立柱截面的做法。这种结构方案下，功能区可以游离于结

构之外灵活布置，这也是“亭”的原初构型
[1]
。

虽然减小立柱尺寸可以削弱其存在感，但建筑师认为柱子形成的

围合感仍然过强，希望瑜伽区与周边环境之间能尽量减少结构竖向构

件的遮挡
[1]
。在这一需求的指引下，结构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只附

加一个支点是否可行？

基于结构的受力对称性，结构工程师建议将筒与立柱布置在亭子

的中轴线上。而筒本身有两种结构处理方式：采用淋浴区界面作为结

构支撑，或采用更衣储物区界面作为结构支撑。单从结构受力角度而

言，采用外部储物区的界面作为结构时，屋面抗倾覆能力更优
[1]
。

筒壁内侧轴侧图_Shell Axonometric

14  壁炉平面

15  筒壁内侧轴测

16  瑜伽亭 A 字撑
17  筒壁内侧
18  弧形筒外观
19  淋浴间 181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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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构布局放入场地后，考虑到为了给使用者留出足够的行走空

间，同时也为了增加淋浴区的私密性，建筑师将筒体的位置向一侧移

动。这个平面上的调整使屋面原本的受力平衡被打破，需要进行广义

的结构“找”型来向结构的合理性靠近。首先为了维持屋面的受力均

衡，根据筒体位置、屋面形心重新确定了立柱位置；同时为了抵抗屋

面自身的扭转，在中轴线设计了组合箱梁承担两侧的悬挑梁。为了均

衡抵抗水平力，结构将立柱设计为人字格构支撑，同时通过调整合适

的放置方向满足结构受力及主视觉方向构件尺寸最弱化的要求。至此

结构整体布局确定，而筒体偏置这一操作还引发了对侧角部悬挑呈现

出更为惊奇的效果。因为房屋体量较小，任何结构构件的减小都是在

争取建筑本身的使用空间。若结构如纸片般存在于功能空间的“夹缝”

中是这个问题的有趣解答，而一片钢板恰恰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
。

钢板墙体的受力问题在于，出于经济性考虑需要减小板厚，但由

此会引发屈曲问题。为了抵抗屈曲并结合储物功能的需要，设计了月

牙板作为筒体的受力加劲构件兼作置物架隔板。带有月牙加劲的开口

钢板墙在结构受力必要性之外还产生了语义上的变化——钢板墙脱离

了单纯的结构构件，变得暧昧而多意。12mm 厚的钢板墙在受力需求

之外，又增加了另一重可读性，模糊了结构与建筑的边界经过“空间、

使用和结构”的相互确认，最终的结构如同瑜伽的姿态，呈现出一种

“不稳定的稳定”。但这一结果的出发点并非表现结构，极致尺度的背

后，是其包涵的空间目的 ( 图 29~33)。

7  地方守护人

酒店经历了一期、二期和正在进行中的三期建设至今已进入第五

年，这之间有个很强的信念联系着所有人，那就是：我们是这个地方

的守护人 (caretaker)，而非其拥有者 (owner)。这个信念让我们所有

人——不论是业主、设计、施工、员工和来到此地的客人，都对这个

地方存有一种敬畏之心。因此，这 5 年之间的任何设计和改造的动作，

也都是围绕着这个信念。由于酒店的在地化经营，当地有了活化的契

机，当地人也多了一份留下来的理由。二期自去年建成之后，酒店已

连连获得了众多国际奖项的认可，并再度成为精品乡村酒店的标杆。

但我想这个项目对我而言，其真正的意义是让我在执业生涯的中场，

重温建筑学的本体、重拾建筑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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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期餐厅墙上一扇 2m 见方的大窗标志着酒店的入口

33  结构布局图示
移动前后

32  结构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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