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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所》

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建筑大系:酒店会所》已经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精录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
建筑师的20余大师级酒店、会所作品。包括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朱小地的“旬会所”；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建筑学硕士以
及SamuelJ.Fogelson优秀设计毕业生奖、现成立MAD建筑事务所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知名建筑师马
岩松创作的“红螺会所”；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永和设计的“泰禾俱乐部”，以及其他先锋设计师的代表作品。《中
国当代建筑大系:酒店会所》中的建筑师从“量产建造”移情，从建筑本质出发进行创作。因此，书中
项目多了许多原创与实验的元素。《中国当代建筑大系:酒店会所》收录的酒店、会所精品充分展示了
中国当代酒店设计的风貌和蓬勃发展的态势，其风向性的指南作用将使《中国当代建筑大系:酒店会所
》成为国内外设计师了解中国酒店建筑的必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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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所》

作者简介

孙建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室内设计与管理硕士ATENO国际设计顾问机构设计总监、董事
长，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常务理事，厦门理工学院客座教授。2009年中国成都地域文化国际论
坛特邀演讲人。2008年中国室内设计大奖赛评委。2006年博鳌国际室内设计论坛特邀演讲人。2004
—2006年全国百名优秀室内建筑师？。2005年中国优秀酒店设计师（全国10名）？。2005国际建筑装
饰设计高峰论坛IAID最具影响力中青年设计师。2004全国百名优秀室内建筑师。2004年杰出中青年室
内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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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所》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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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会所》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井冈山风景区的笔架山新景区以绮丽的高山景观和亚热带植物
多样性为特色。为满足游客接待功能，在山下景区主入口地段，规划了旅游服务区。因主景区位于笔
架山顶峰，在笔架山风景保护区的外围一侧设置了折线型的索道线路，并引进了法国先进的索道技术
和产品。游客接待中心和建于不同高度的三个索道站房是笔架山景区开发中服务设施建设的一期工程
。建筑设计基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思考：其一，如何使建筑与山地形貌和景观建立起最恰当的形态联
系？其二，如何延续乡村的建造文化并使之满足新的功能和技术要求？ 地形地貌的随机性是山地自然
景观的重要特性，在保护自然地形的前提下，建筑与地形地势有可能组合成一种新的人文景观。笔架
山新景区的观赏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自然山川的温润柔美和南方高山植物的多样性及十里杜鹃的波澜俏
丽。作为旅游服务设施所必需的人工构筑，“隐”无疑是建筑形态应取的基本姿态。笔架山景区一期
服务设施的建筑场地大都位于地形变化复杂的山体上，集中式的完整形体显然不利于整体景观风貌的
保护和表现。设计采用了两种手法的组合：其一，在尽力维护原地形落差、树木、溪流等环境要素的
基础上采用小体量组合的方法。其二，以取自当地民居的两坡屋顶做法实现对建筑屋盖的包裹或分割
。柔和的屋盖轮廓及其宜人的尺度类型进一步化解了因内部空间容量而导致的较大形体，并使建筑更
能与自然风景建立起温和的形态联系。 在项目前期的地方民居采风调研中，面对扎根于山水田野中的
井冈山地方聚落和民居，设计师为那些真实而质朴的地方建造智慧而深深打动。当地传统的乡土建筑
遵循着实用和节约的原则。稳定的地质条件和欠发达的经济条件促成了原生木构屋架与砖土承重墙体
的组合结构技术，而过渡室内外空间的敞廊则采用利于纳光透风的木构梁柱架结构。这种逻辑清晰的
组合结构直接启发了笔架山景区服务设施一期建筑设计的混合式结构选型。为应对索道机械设备所产
生的动力荷载及南方山地潮湿的气候，设计选择了钢筋混凝土框架作为建筑下部结构，其上叠加地方
木构做法。这种组合策略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技术难题，又使山地上的混凝土作业降到最低程度。就地
取材的竹、石、砖瓦被组合运用，临河而立的游客服务中心基座外墙取临近的河滩卵石饰面，山顶的
索道上站房则就地利用场地整理中多余的毛石砌筑平台挡土墙。这些原生材料不仅强化了建筑作为地
方景观的认知影响力，且使每个建筑单体更加有机地融入微观地貌的形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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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建筑大系:酒店会所》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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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信息量还不够大。装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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