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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保坂猛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

地点：日本横滨

时间：  2012 年

规模：  90m2

小住宅位于两栋 2 层的独户住宅之间。用地

前有道路，后有绿地，但绿地地势较高，紧邻用

地的是一段 3m 高的挡土墙（图 1、图 2）。在用

地边界、层高、层数均被严格限定的情况下，常

规的设计“答案”是一个地上 2 层、地下 1 层的

方盒子。但建筑师并不满足于此，他向惯性思维

发起了挑战，并通过非凡的剖面操作超越了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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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建筑师设定的问题是：如何让地下室获得和

地上楼层同等的采光通风权力？解决方案看上去

很简单、直接，甚至有些“天真”：本来两层的

地上外墙高度，被等分成三份，其中一份分给了

地下室，而楼板还保持在原来的标高，只是为了

与窗口对接，楼板两端局部进行了弯折（图 4~

图 6）。这样一来，整个建筑的空间系统发生了

戏剧性的转变：地下室与地上楼层获得了同等的

地位，三层空间像摞起的碗一样，品质上并无差

别。楼板的弯折看似浪费了一定的实用空间，实

际上换来的是更大的利益：日光从斜上方引入室

图 1：屏风之浦小住宅区位图 图 2：屏风之浦小住宅首层及用地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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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屏风之浦小住宅侧立面图

图 5：屏风之浦小住宅正立面图

图 4：屏风之浦小住宅剖面图图 3：屏风之浦小住宅剖面方案（a）与常规方案（b）比较

（a） （b）

内，提高了室内自然采光的效率；由室

内看向窗外，视线被引向斜上方，有效地

将挡土墙屏蔽在视野之外，同时也消除了

路人看向室内的可能，保障了住宅的私密

性；楼板弯折所形成的凹陷领域，为居住

空间提供了明确的限定感，也为儿童自由

坐卧攀爬创造了机会。

这栋小住宅告诉我们，设计创新的机

会通常有两个，一个是创造性地发现问

题：去发现那些别人不以为然的问题；另

一个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样一个问

题，解决方案有多个，而最好的那个，通

常是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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