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分天地，十分情怀
Eight tenths Garden

层层对偶

在设计师俞挺眼中，对偶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语言习惯和生活状态

中的。所以，他把对偶作为建筑学中的新策略，展开空间关系，创造独特审美。

按照他的话，这里非常适合采用对偶。内院的墙面，实则是外侧用房的背面，因此上面挂满了

空调和水管。“我一点都不介意杂乱的周边环境。”看得出，俞挺对此自信满满。他把杂乱破败作为

上句，把有序纯净作为下句。此外，他明白需要在上下句的结构上，也就是改建部分和其他部分的粘

连区域剥离干净。于是，他修筑了一道黑色直线格栅，将二者似透非透地隔开，使得改造部分有了自

己的边界，能够独立成句。令人惊喜的是，他马上进行思维转换，把黑色直线格栅作为上句，下句白

色折线格栅就呼之欲出了，被运用到了园厅的帷幕上。

八分园中，这样的上下句对偶比比皆是：园子是外，形式感复杂；建筑是内，呈现朴素。但这些朴

素又有些不同。美术馆要朴素有力，而边上的书房和餐厅要温暖柔软；三楼的联合办公就要接近简

陋，而四楼的民宿则回到克制的优雅，还要呈现出某些容易解读的精神性，在屋顶通过营建菜园向

古老的文人园林致敬。所有的关系都成双结对地交织在一起，按照一组逻辑关系交替进行，富有变

化。句式理好了，俞挺的建筑设计也就完成了。

致敬园林

当俞挺来到八分园所在的嘉定江桥，切实感受这片土地的时候，颇感痛心。这里的建筑和景

观模糊，缺少鲜明的识别，尤其是地域特色，可以和其他城郊结合部互换。这一现状再次引发俞挺

的思索：既然上句是面目模糊，那么下句就应该是清晰明朗的。而这清晰面目的渊源，正是来源于当

地：嘉定。上海五大名园，嘉定有其三。他想做一个如文化遗产般的园林，穿越时空移动至此。俞挺

希望沿着曾经那条“传统园林公园化”的路线继续前行：以八分园衔接七十年代的造园精神，向上

海街道公园和当地的园林历史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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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周琳琳】

搪瓷情缘

“当业主找到我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案子已经有人在做了。这种情况

下，业主还来找我，说明她有不少困惑和焦虑。”俞挺敏锐地察觉到，业主

并没有考虑明白该地的用途。于是，他向业主提出了100多个问题，帮助

双方理清思路，去寻找真正适合这里的设计。

在交谈过程中，俞挺得知业主的丈夫姓谢，是久新搪瓷厂的最后一任

厂长。2002年，谢厂长随着搪瓷厂的关闭而退休。尽管他对搪瓷的热诚始终

不变，收集了大量精美搪瓷，可却毫无用武之地。它们只能同这位老厂长，一

同闲置在家。他的妻子，业主史总，则抓住机遇，成为了房地产女强人。

“一次，我听闻一个展览需要当年的搪瓷画稿，但寻找过程极为艰

难。听者有心啊，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史总和谢厂长。”当俞挺回忆

起这段故事，显得非常感慨。果然，谢厂长带着珍贵的搪瓷画稿，到处展

览。一个默默收藏的人，就在刹那间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认可。这件事后

来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国外学习工业设计的儿子。学成归国后，他和父亲合

办了全新的搪瓷品牌。俞挺不仅让住房新生、技术新生，更让他人重获自

信和骄傲，这也是他作为设计师所取得的自豪感。他想告诉世人：建筑是

有无穷意义的。

生活周刊×俞挺QA 建筑师，美食家，作家，城市微空间修正师

Q：为什么把它取名为“八分园”？

A：因为内院院子占地不到一亩，约四百多平方米，恰好八分地。当
时我就脱口而出：八分园。再者，八分也可以作为提醒：做人做事八分即
可，不可太满。这也得到了业主的认可。

Q：你自己最喜欢八分园的哪个部分？

A：由于是我的设计，我肯定都很喜欢。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那
么是四层的民宿。每间民宿都有一个空中的院子，公共区域有一个四水
归堂的天井。每个院子都是当代的中式庭院，取材于仇英的绘画而加
以提炼。这是一次关于垂直城市的实践，试图打造一个真正意义的空
中别墅。而且，在中国古代真正的园林里，都是具备菜园的，为了自给自
足，所以我们也修建了菜园子。

Q：你怎么看待建筑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

A：我不会以一个外来者的角度，采用俯视或者仰望的姿态来看待
这个城市。我是自己感受，这么多年来体会到了切肤的痛和喜悦。我希
望我做的房子不是快消品，而是让生活发生。我希望用建筑空间改变生
活，改变城市。

业主的搪瓷收藏堪比博物馆

白色折线格珊

带有上世纪70年代景观风格的园林

四楼民宿的中式庭院

八分园俯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