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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相逢的森林
【文/周琳琳】  

村上春树说过：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

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于是，设计师俞挺特地创造了属于这个小

区居民的这片森林。

社区里的暖心

上海古北一号社区泛会所，是一个物质丰饶的场所。当俞挺介入这个项目时，社区里

的其他空间建设已经完成。同其他高级社区一样，其健身、瑜伽、SPA、泳池、咖啡简餐、

儿童游乐等设施一应俱全，但却很难让社区居民间发生碰撞、交流的化学作用。豪华的

表象背后，是独立家庭互不相干的孤寂。

为了打破居民间这种似有若无的“壁垒”，激发邻里社交的活力，社区发展商最后决

定建设一个社区中心。在俞挺眼中，无论这个社区中心是何种用途：会议室、阅览室、童书

馆、画廊、视听室……或者兼而有之的综合体，其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工具，具有激活社区

中心，促进邻里交流的作用和意义。

物质条件丰裕了，思想才更需要凸显其温暖人心的价值。于是，俞挺打造了一个柔

软、放松的阅读空间，植下了一片知识的森林，使居民们易于卸下外界物质忙碌的包

袱，回归家庭邻里亲近往来的轻松气氛。由于彼此错开而无缘的邻居结识，终将在这个

舒适的软性环境中得以开启和绽放。

森林下的静谧

社区中心的上层，曲线的仿木铝板柔和地升起与降落，云片状的吊灯蜿蜒穿越其

中。这些景致仿佛庭院绿意，从入口一路踱步漫游室内，被提炼形成森林一般自由自在的

空间感，从中恍惚可见有如节日的欢快和愉悦，实现居民间的自由交往。

作为主角的大台阶，使得上下两层自然连接，融为一体。除了涌动的人流，还有令人

惊喜的意外：美妙的光线随着大台阶从室外进入下层，仿佛瀑布倾泻而下。在这里，俞挺

同样采用了建筑学中的新形式——对偶。既然上层是轻快、自然的，那么下层就是沉静、

厚重的。俞挺用大面积的黑色削弱了活跃度，并在两翼进一步用黑色和灯光营造出更加

私人化、冥想化的神秘意境。在这样的下层空间里，交往的需求被降低，更助于居民们静

下心来专注阅读或者欣赏艺术。

预判外的改变

“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会对生活的空间产生预判，进而对这个空间里的活动进

行预判，认为它们就应该是某种样子”，俞挺顿了顿，语气由平静变得兴奋，“建筑空间的

挑战在于，打破这种预判，甚至发出‘为什么会有这种建筑空间’的疑问。”

在古北一号社区中心修建的时候，许多居民就充满好奇，不时过来询问：这是社区

中心？它什么时候开放？正是因为这样的社区空间出乎意料，绝非常规，居民们对它有浓

厚的探索心，盼望进去一探究竟。

俞挺认为，这种改变就是应该从小处、从细部入手。大多数人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打

破预判，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害怕大改动以后的效果不佳。他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案

例，他们缺乏信心。“我们要允许大多数人没有迈出第一步的勇气。但是，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当我们的第一步走得很扎实很有效，我们的第二步会比跑还快。”

生活周刊X俞挺Qa
建筑师，美食家，作家，城市微空间修正师

Q：最近您的另一个作品钟书阁也广受好评。它是否也是一种

“打破常规”？

A：是这样的。我非常不喜欢一些人做书店的想法，就只是

为那种古板的读书人而修建书店。久而久之，大家对书店的预

判就是繁多的书架、严肃的读者和拘谨的氛围。但是我所设计

的书店，完全改变了大家对书店的认知。于是，大家就会蜂拥而

去。大家拿起书来随意翻看，觉得书籍内容不错，就会坐下来

阅读，这就非常自然地诱发了大家的阅读兴趣和购买力。在这

种轻松的氛围中，书终于成为了主角，其价值和魅力得到了最

完全的体现。

Q：那您对后面几个钟书阁项目是怎么看的？

A：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挑战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情。当做 成 之 后，如果 我 再去 一 个两个三个四个地接同类项

目，我就会缺少激情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后期钟书阁项目

的参与比较少。

Q：下一种最想挑战、进行改变的空间类型是什么？

A：这个还是需要看机遇。但我其实很不喜欢医院，有机会

可以挑战一下。我进入医院就头痛，就是因为医院的墙都白得

耀眼，而且到处都很干净。一到医院，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上了

解剖台，非常恐慌。

Q：您说到的“微小处的改动”很有意思。这种想法的来源是

什么？

A：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并且都在践行。以我之前

的项目“水塔之家”为例。如果我们平时说改建，就会觉得哪里

都要动土，要大规模地翻修。但是当我把它只是简单地完全刷

成白色，许多原本被认为是缺陷的地方得到了化解。水塔的白

色完全反射在小区里，显得熠熠生辉。这也让我意识到：其实

设计师的动作不需要太重，一点点就可以了。

Q：关于“城市微更新”您还有什么有趣的例子分享？

A：前阵子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表示要在青年公寓里举办

青年聚居会，要到处谈判、拉投资。我觉得他太兴师动众了，根

本 就 不用什么 投 资。我 给他出了个主 意，让他去 找一台电视

机，一台可以放球赛的电脑，找一台自动啤酒售卖机。这三个

机器都放在公寓的院子里后，剩下的事情就不用管了。因为年

轻人会自然而然地在这里聚集的。比如有一场足球赛，与其一

个人窝在公寓的房间里看，肯定不如大家一起看。然后看比赛

过程中一兴奋，他们就会买啤酒，就会开始聊天了。所以说，一

个小的改变就可以引起公共空间的交往。设计师要简化自己的

想法，不要把自己绕进去，让事情也变得复杂。

Q：近年来，上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创意性创新性的空间，您

对此如何评价？

A：这 是 上 海 的 最 大 特点，它是 一座 生 活方 式创新 性 城

市。所以当上海产生了创新型的生活方式后，它就会起到引领

作用，让其他城市的人都对这种生活产生向往，更愿意参与进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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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部视角的入口处

2.下层阅读空间，黑色大门可以关

闭形成半封闭空间

3.上层开放式阅读区域

4.下层私人化阅读区域

5.下层不规则阅读空间

6.连接上下两层的大台阶

7.社区里最具神秘意境的洗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