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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论证//穴居野处到构木为巢到建造大屋，建筑是人类史秩序与趣味的寓言体。
Art Deco自诞生之日起，曾经历过数多轮的大规模全球性复兴，而每一轮复兴都与新经济下随之产

生的坚锋阶层有关。作为财富、精神的坚锋阶层，当他们既不想回归古典主义的传统、也拒绝接受极简主
义的工业化时，Art Deco往往便成为最完美的择构。

著名的美术史学者沃尔夫林认为“美术史就是一部设计
史”。设计作为一种美化人们生活的物质形式，不仅仅是各种色
彩、线条、体块等元素的堆积，更重要的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也
是人类精神和思想的承载。

整个20世纪，很多设计思潮的兴起都和Art Deco装饰艺术运
动有关，可以说Art Deco是一场至今尚未结束的艺术运动。它的
每一次风行都伴随着新一代富裕阶层的诞生，这些新人群渴望表
达自己的生活态度，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当他们既不想回
归传统，这时Art Deco就成了一种极佳的语言。

如今，Art Deco在中国又露端倪，其设计带来的创作自由使这
种风格的作品起点之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在中国流行过的建

筑美学。中国众多城市都有大量的Art Deco建筑遗存。如今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在全球复兴。在追寻Art Deco的过程中，我们
可以见证中国城市的世家衍化……

上世纪 20年代，由美国制造的一系列新鲜玩意，带着现代城
市文明的理念大举进入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生活
起居和视觉、听觉上占领了主导地位。Art Deco风格的设计者们
带着他们对几何图形交错排列的迷恋和对动感、曲折、圆滑、线条
和细节的狂热，将装饰派艺术极度优雅化和时尚化。从飞机、火
车、轮船、汽车、建筑的设计，到室内装潢、家具、家用电器、生活器
皿、服装造型，到音乐、绘画、戏曲、电影等文化生活，Art Deco的艺
术风格彻头彻尾地左右着当时中国城市居民的审美情趣。

Art Deco的源与流：古典秩序与几何包容的寓言体

峰已成·境无界可圈可点，定制时代之私寓宣读
这是一个“消费资本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本主义大行其道

的时代，当标准化的通用型产品越来越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之际，
人们期望得到“符合自己品味”的商品，达成文化和精神需求的个
性化满足。康桥·溪山御府正是遵循如此原则，由内而外选择了高
科技配置，为都市峰层定制了无所不在的科技玩意，以及全套生活
解决方案，而如此设置不只为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要，更上升到了
现代居住体验的层面，彩色可视对讲系统即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彩色可视对讲系统以达到图像、语音的双重识别，从而增加
安全性可靠性，同时节省大量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更为重要
的是，一旦住户家中安装的门磁开头、红外报警探测器、烟雾探
险测器、瓦斯报警器等设备连接到可视对讲系统的保全型室内
机上，为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同时，它亦
可提高住宅的整体管理和服务水平，创造安全社区居住环境，因
此逐步成为小康住宅不可缺少的配套设备。康桥·溪山御府大
胆突破，以极具符号表现力的模块式形体，映射出国际精英的锋
锐气质，并准确地传达出国际顶级企业的绝对身份和高科技行
业的精英特征。

作为国际人群的专属寓所，不朽的时间将突破固有形态，以
富有流动气质和想象力设计，在材料的选择、施工工艺上进行全
程严格监控，令每个细节都具有长久的使用价值及审美价值，并
使身处其间的人们陶然忘我却浑然不觉。

若即若离，解构吸呼之低碳行为论
建筑总是处在特定的“都市场所”中，是具有独特表现力的事

物，它应该和城市的文脉环境相衔接，被看成是随时间、地点的变
化而变化的城市角色。而新风系统即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是
未来都市生活的时尚指标。

新风系统是一种持续而且能控制通风路径的住宅通风方
式。其通过风机和气流控制系统的作用，将室内污浊空气排出，
把新鲜空气24小时不间断送入室内，使密闭空间的空气得到充
分更新，其神奇的作用恰如给房屋安装了一套完整的呼吸系
统。空调在夏季带来凉爽，亦可带来健康隐患，特别是中央空
调，更容易将病菌传入室内。新风系统可彻底解决此类问题，令
住户在享受空调的同时，也让室内空气时刻保持新鲜。即使在
不用空调的季节，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使用新风系统，即便不打
开门窗，新鲜空气依然可源源不断地进入室内，同时也不用担心

噪音、灰尘、蚊虫的侵
扰。由于新风系统可 24
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对于
经常闭门外出的家庭来
说，即使门窗紧闭也让室
内空气保持流通，彻底告
别宿气。此外，在新风系
统正负压的作用下，室内
空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
气流层的运动，使霉菌无
法滋生，去除室内装饰后
长期缓释的有害气体。

作为一种豪宅专利，新风系统主要由国外进口，而康桥·溪
山御府所采用的湿感新风系统，就是一种非常适合个人家庭使
用的住户式新风系统。它采取有效的微循环通风方式，无需在
室内布置复杂的管道，只要在主要活动区域内安装进风口，将室
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室内，使空气通过门缝等渠道在室内流通。

亦真亦幻，情绪排列纳米景观体
建筑作为反映居住功能的载体，需要用同整个社会结合在

一起的层面去评判，从建筑形态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品质功能对
环境及居住者的影响，以及作为城市的具象文化的表征去考量
建筑是否能够承载足够的时间跨度。

水景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水池、水塘、瀑布、流水、喷泉
等等，从“居者有其屋”到“诗意的栖居”，水景元素也逐渐丰富多
彩。作为具有气质不凡的居住者，康桥·溪山御府的居民总是在
尽情享受高科技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亦苦苦追求景观的原
始野趣。而飘渺如薄纱，轻盈如云烟的雾森系统就是一个近乎
完美地解决方案。

将自然界的变幻莫测拿来造景，以细腻的水颗粒媲美而迷
离的轻雾。“雾森系统”就是以自然的发生方式，通过高压系统，
促进水的运动，再通过高压作用，使带电的微小水滴分裂为带负
电的水滴表层和带正电的内层，带负电的水滴表层和空气中的
原子或分子结合，即形成负离子；较重的水滴内层则在重力作用
下下沉，因而可以在空气中获得大量的负离子, 形成颇似自然雾
气的白色水雾，犹如“雾的森林”。

作为一种新技术高科技产品。“雾森系统”以改善空气质量，

美化环境为依托，以景观、保湿、防尘、降温、造景为目的，在自然
园林、环境景观等方面应用广泛。

雾森系统所产生的大量雾气，可增加空气湿度以缓解中原
地区气候干燥的问题，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形成宜人自然的
准江南气候，让现代都市人回归自然环境。置身其中，真切的
呼吸到湿润新鲜的空气，体验在原始森林中的感觉。同时，彻
底解决中原地区绿化植被难以保持的问题，和室内外垂直绿化
造景融为一体。

亦张亦弛，行为空间的光影主张
“张弛户型”理论的精髓，主张可居质量在构造物与居住者

间的互动关系，即不断探究居住的无限可能，并认为人通过行为
在空间的感受才是空间的最终目的。

全明空间是建筑高度、日照、间距、朝向、建筑密度精心设计
所达到理性的结果。那么如何有效地将太阳直射光、散射光和
地面反射光利用到建筑群中的每个空间？毋需置疑，准确拿捏
建筑顶层和底层的趋光度，及空间与光线尺度的协调与包容性
尤为重要。光学户型是严谨顺应大环境的，其主体的侧立面、窗
户的朝向角度遵循室内采光的需求而布置。

在空间肌理中，区域、边界、节点三大元素有机融合组成三
维空间，各得其所。户型的张与弛强调整体与细节的变化，它的
真正含义不仅是空间结构的延伸，更是心灵感受的归宿。以符
合自然法则、焕发生命动力的设计方式，通过大量的空间穿插以
产生栩栩如生的视觉效应，从而使建筑模式转化为精神体验，并
利用共享的空间架构，以充满象征意义的细节，促成平等关怀、
了然无界的建筑精神。

0.618介质论演绎时代建筑的线面体
0.618，一个极为迷人而神秘的数字，它还有着一个很动听的名

字——黄金分割律，它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于
2500多年前发现的。这个数字一直以来被奉为美学的金科玉律。

在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杰出作品都不谋而合地验证了这
一著名的黄金分割律，无论是古希腊帕特农神庙，还是中国的
兵马俑，它们的垂直线与水平线之间竟然完全符合1比0.618的
比例。

Art deco建筑艺术，通过 0.618美学介质论的造型、厚重
的色彩以及豪华材质的运用，誓将成为一种永恒的摩登艺术
的符号。放眼纵观郑州的豪宅市场，各类产品竞相亮相，而谁
能为这里的世家人储留家族骨血根脉？延续世家厚宅的礼序
与恢弘？

当笔者鉴赏完雄踞市府中央的"溪山御府"项目后，震撼
之余更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式Art deco复兴已于"溪山御府"
的领驭下，逐续由物化建筑向精神建筑进行衍化。其立面是
黄金分割律应用的杰作，传承经典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精髓，严
谨遵循黄金分割定律，完美演绎建筑美学，在最适当的地方画
上外立面的分界线。

Art Deco感官进取与时代精神
Art deco不单是一种有特色的建筑风格，还表达了层锋人

士一直在追求的高贵感，摩登的形体又赋予古老的、贵族的气
质，代表的是一种时代感，是复兴的城市精神，是欣欣向荣的力
量。Art deco稳重而且锐意进取的内涵十分能契合郑州人坚
毅、进取和开拓精神的特质，能够充分表达现阶段郑州的时代
精神。

Art deco流派强调建筑物的高耸、挺拔，给人以拔地而起，
傲然屹立的非凡气势，表达了当时层锋阶层一直在追求的高贵
感，表达出不断超越的人文精神和力量。

在回眸20世纪之时，把Art deco风格作为一个时代的总结，它的
精神预知使之再度登上另一个时代的舞台，这也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
展在文化上的响应，强烈符合中国的向上、突破、超越的时代精神。

康桥·溪山御府采用简洁流畅、挺拔向上的线条，强调构图
的干净利落，整体的立面，显现出建筑本身高贵而内敛，优雅而
不动声色的文化气息。我们寄希望于这些作品，唤醒传承经典
建筑特有的时间感，稳重而典雅，历经时间淘洗，历久弥新。

可以看出，Art deco在郑州的出现并不是表象的复古，而是
郑州经济发展在文化上的一种呼应。

Art Deco机械密码与审美情趣
所谓Art Deco，脱胎于新旧世纪之交的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奠定

于1925年以“现代工业装饰艺术”为主题的巴黎国际博览会。Art Deco从非洲
原始艺术和东方艺术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和养料，而同时代的各种艺术流派，如
立体主义、包豪斯学派、未来主义等都成了推动Art Deco发展的力量。随着全
球范围工业化进程的加快，Art Deco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传开来，最终在远离
战争、经济飞速发展的美国落地开花，并成为其未来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欧洲，它更多体现在工艺设计、家具设计、装饰设计、服装设计
上，而财力雄厚的美国把它应用于建筑设计上建造摩天大楼，从而将这
一风格在全球推广。30年代建成的纽约第三高楼洛克菲勒大厦就是将
其风格阐释得淋漓尽致的杰出代表。

所有艺术风格的成长都在被不断运用的过程中，经一代又一代设计
师们反思而不断丰满。特别在室内环境设计中，人们趋向于设计一种生
活方式，设计一种能让居住者“触摸”到的空间感受，同时强调要以人为
本，创造一个感性、生动的精神氛围。

装饰艺术运动可以说是整个设计界的探索，由于在各国的表现形
式融合了当地的本土特征，更加多元化，所以很难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
一、流行的风格。但它仍具有一致的特征，如注重表现材料的质感、光
泽；造型设计中多采用几何形状或用折线进行装饰；色彩设计中强调运
用鲜艳的纯色、对比色和金属色，造成华美绚烂的视觉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