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房间内的绳索上攀爬。夏天还用镂空木板隔出了属于

孩子们的秘密基地，这个创意来自她自己的经验，“我有

很多儿时的回忆，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晰，有很多美好的回

忆，对生活的理解很小就有了。”小时候的她就非常希望

自己能拥有一个“专属领地”，她认为，孩子们也同样需要

隐私空间。

美观和实用从来都不是矛盾体，再普通世俗的需求

都可以用优雅的方式表达。比如给儿童设计不一定要卡

通图案，明亮的色彩和可攀爬的装置才是让孩子快乐的

核心。开阔的空间不但可以让儿童有更多的活动区域，也

可以舒展大人的内心。所以，“明艳而开阔”是夏天想带

给这个家的第一印象，夏天强调，孩子的天性就是要有足

够大的空间去撒欢，所以她避免用有形的墙或隔断来加

以束缚，一楼的餐厅、厨房、客厅都被全部打开，地面上除

了用地板和瓷砖平滑过渡，完全没有门槛的羁绊，两个孩

子可以毫无顾忌地四处奔跑，累了就自顾自躺上沙发看绘

本。

怎么舒服怎么来

这种开阔的空间会给人带来开阔的心境，夏天自己就

是最好的实践者，因为非常钟爱“空旷感”，她把自己正在装

修的新家的墙“能敲掉的都敲掉了”，甚至包括卫生间：“我

对自己的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不要太实用，生活中有太

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所以回到家我就希望怎么舒服怎么

来。”

除了工作之外，夏天自称在生活中是个特别不实际

的人，比起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更注重某个时刻的享

受。为此，她甚至还在家里“种”了一棵树：“因为我喜欢

在树下坐着看书，或者坐在树下办公，这其实没有任何意

义，只是我享受的一种状态。”

在夏天看来，生活在上海，忙碌的人们总是很辛苦，她

希望自己的设计无论对大人还是小孩，都能让他们感觉放

松，至少能有几个片刻让人完全放空，不用去担忧现实的问

题。“我的目标是工作到八九十岁，能一直做设计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用设计为别人带来快乐，我也会不断收获满足

感。”

区仅有五分钟的车程，她们更希望这间民宿能发挥亲子的

功能。

公共空间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儿童所需要嬉戏打闹的互

动环境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夏天放弃了按照功能分割房

间，而是将一楼设计为包括餐厅、接待、影音、阅读、休闲和

儿童乐园的综合体。通达敞亮的环境，因为一个内置木房子

的介入，形成了有趣的屋中屋结构，夏天饶有新意地把这个

结构安置在进门的开放式厨房内，令其成为了略带私密感的

存在，这里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可以接待访客的吧台。

在成人休闲区和儿童区之间有楼梯自然间隔，有意思的

是，夏天还在长约1.8米的楼梯区域划分出了一部分的滑梯

区域，她不但细心地将滑梯尾端坡度放缓，更在底部安放上

地垫，如此，每个来玩的小朋友都能安全着陆。夏天说，这是

她坚持的设计理念，让使用者在细节处体会设计的善意和用

心。

这里的活动空间非常充足，“如果你的孩子在玩乐回

来之后，还有多余的‘电量’没有用完，这里还有很多空间给

他发挥”。夏天在抬高地台的角落里加上原木风城堡，连接

起半空中用网绳和钢筋组成的空中索道，地台上一大一小

挖两个圆形浅洞，堆满了海洋球，角落里还有一个可以随处

推动的小房子，这些占地不大的设施将一楼娱乐区打造成

空旷的儿童天地，“这种上天入地的玩法通过简洁的结构

调节空间层次，提供给小朋友更多可发挥的游乐想象”。除

了公共区域，夏天还在每个房间里都藏了一个游戏小彩

蛋，诸如孩子们最爱的吊篮，角落里的小树洞，木质大树隔

板，吊在半空中的网绳索道，只能让孩子们蜷缩进入的壁

龛，“其实根本不需要教孩子该怎么玩，只要有一个装置摆

在那里，他们就会自行发明出100种玩法”。这些童心满满

的装饰不仅让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也勾引起了“大孩子

们”的未泯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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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生活的既定模式，开一家适合自住亦可作为民宿

的度假小屋，可以收住孩子天天往外撒欢的心，在家即能玩

得尽心，同时还可以容纳众多小朋友一起玩耍，这对很多生

活在上海的父母来说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怀揣一颗童心

的设计师夏天，却让一切成为了现实，她的创意设计让一栋

三层楼房在民宿和儿童乐园之间转换无压力。

对童心的设计

学建筑设计出身的夏天，毕业之后就顺利进入建筑设

计公司工作。参与的都是像写字楼、购物中心、超高层等非

常大的项目，然而夏天却觉得，作为设计师能在其中发挥创

意的部分实在太少了，反而一直会被规范着、被束缚着。但

她却还有满脑子的奇思妙想希望去实现。

机缘巧合之下，她尝试做了一些室内设计，发现室内设

计的落地性更强，想法也更能被尊重被贯彻。

上天入地撒欢的童心
 【文/蔡娴  图/受访者提供】

有人评价夏天的设计非常“不建筑师”，因为她不太会

用一些传统建筑师已经成型的建筑语言去做设计，而总是

在想一些可能性：“很多人觉得，建筑师似乎是一个很严肃

的职业，但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建筑本身就是一个生活和

文化的载体，当然可以很生活很有趣地去理解。”

就像，当夏天遇到“言言小舍”的时候，她的设计解读

就是泰戈尔的诗：“我愿能在孩子自己世界的中心，占一角

清净地。我知道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

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悦他。”

这家店的女主人原本是个职业女性，但有了孩子之

后，就希望能平衡生活，于是就选择辞职，做一些可以兼顾

生活的事。她希望夏天能帮她把一栋独门独户的三层小楼

改造成为民宿，自己经营。

因为自己外出旅行，总是很遗憾没有住过在亲子方面

做得比较好的酒店。身为母亲，女主人对设计定位想得很

清楚，就是希望以亲子为特色。这栋房子距离迪士尼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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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是一种生活方式

只着木蜡油的温润木材、亲肤的棉麻软垫、钢筋网绳

结构、明艳的色彩、成堆的树枝，每一个细微的点都和家中

的主题相应和。很多人来到这里，都觉得这里自带“北欧基

因”，这和夏天曾在丹麦哥本哈根学习工作了三四年的经历

有关。

夏 天 说，当时自己 是 特 意 避 开 英 美 等留学 热 门国

家，而选择在丹麦学习建筑设 计的，为的是能更多地接

触到非华人的圈子，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和理

念。这段经历也的确打开了夏天的设计视野：“除了提升了

自己对细节的理解和追求，更多的是对生活方式和生活理

念的认知。”

虽然学的是建筑设计，但夏天的研究生课程里也包括

家具等内容，这要求她去了解材料和手工艺，“这样一来就

会让设计师对于建筑设计的完成度很高，所以大家通常会

觉得，北欧的建筑设计外表平平，但却很耐看很实用”。

很多人都会 觉 得，现在 所 谓的“北欧 风 格”特 别盛

行，不少人都对此青睐有加，但夏天说，其实北欧是没有“风

格”的，之所以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风格”，是因为这就是

北欧人的生活方式，它们都被体现在设计中。“北欧人善于

发现自然中的美，也愿意为这种美买单，他们喜欢用很多精

致的小物来装饰自己的家，所以我们眼中的‘北欧风’，其实

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夏天自己在设计的时候，也不会刻意追求所谓的

风格，更讲求的是“你的生活是什么”？在她看来，“设计应

该体现的是你的生活，而不是盲目跟风流行”。

或许是专门对儿童空间做过研究，或许是拥有童心，总

是用孩子的眼光来思考设计，夏天在不知不觉中被当作了

亲子空间的“专家”，妈妈们总是络绎不绝地找她来设计亲

子类的空间，年轻妈妈小詹也是其中之一。

小詹有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两个“活宝”正处

于最活泼的年纪，兄弟俩总是结伴捣蛋，原本市区的公寓完

全不够两人施展拳脚，于是夫妻俩决定在郊区买一栋稍大

点的房子，可以给孩子们定制玩乐屋。设计之初，夏天总是

会跟他们探讨“你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希望在什么样的场

景和氛围下做什么”，而不是这里放什么柜子，那里摆怎样

的沙发等这种具象化的内容。“最开始，我也不知道会设计

成什么样子。要对每个人的生活理解之后，再做出合理的安

排。”

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攀爬跳跃，想要挣脱大人们习

以为常的安全圈，所以，夏 天在 这个家里也加入了讨孩

子们欢心的网绳元素。悬在空中的网兜成了两个孩子的

专属领地。既可以躺在楼梯上空的网兜里休憩，也可以

通过简洁的结构调节空间层次，提供给小朋友更多可发挥的游乐想象。

我
愿
能
在
孩
子
自
己
世

界
的
中
心
，
占
一
角
清
净

地
。
我
知
道
有
星
星
同
他

说
话
，
天
空
也
在
他
面
前

垂
下
，
用
它
傻
傻
的
云
朵

和
彩
虹
来
娱
悦
他
。

设计师 夏天

美观和实用从来都不是矛盾体，比如给儿童设计不一定要卡通图案，明亮的色彩和可攀爬的装置才

是让孩子快乐的核心。开阔的空间不但可以让儿童有更多的活动区域，也可以舒展大人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