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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卡帕：“关系”的创造
—奥托伦吉住宅草图与设计过程解析

Carlo Scarpa: The Invention of Relationships — The Sketches and 
Design Process Analysis of Casa Ottolenghi

王全国  WANG Quanguo

摘要：奥托伦吉住宅是意大利建筑师卡洛·斯卡帕几个为数不多的住宅设计之一，也是其平生最后一个未完成

的作品。不同于其他几个知名作品对层叠、片段等细部操作的情感倾注，构思过程的连续性和对平面要素的整

体明确把控成为奥托伦吉别墅的主导特征，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作品的粗犷倾向和对赖特形式主义的背离。解

读该住宅的草图和建成作品，在斯卡帕这张个人经验所构成的系统思维网络中，对局部构件和元素的关注依然

是表达整体设计意图的分支路径，不过，时至暮年的斯卡帕已力图达成一种整体关系的创造，记忆的延伸与经

验的浓缩共同内化为具有威尼斯本土特色的融合建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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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asa Ottolenghi is one of the few residential designs by Italian architect Carlo Scarpa，and his last 
unfinished work. Different from the emotional devotion of other several famous works to detailed operations 
such as layers and overlays or fragments，the continuity of the conception process and overall clear control of plan 
elements have become the dominant features of Villa Ottolenghi，presenting brutalism tendency and deviation 
from Wright’s formalism that different previous works. Interpreting the house’s sketches and finished work，on 
the systematic mind network formed by Scarpa’s personal experience，close attention to partial elements is still 
the branch path that expresses overall design intent. However，in his twilight years，Scarpa tried to achieve the 
creation of an integrated relationship，the extension of memory and condensation of experience together is inter-
nalized into a fusion construction system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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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关于斯卡帕设计思想的

研究集中于片段（fragments）、节点（joints）和

细部（details）。许多学者曾试图分析斯卡帕整

体的设计方法和设计哲学：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认为斯卡帕的建筑是“不连续的形式”

（discontinuous form），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连 

续阅读（a discontinuous reading of history）”，

纷繁的片段构成一种整体的格局，“一个综合的

相互作用的识别和重组，一个可能的路线网络

（complex interplay of recognition and recomposition，

a network of possible routes）”[1]；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的《卡洛·斯卡帕与节点崇

拜》认为在斯卡帕的整个工作中，节点被视为建

构的凝结；无论是节点、轴承或更大的连接部件

如楼梯，可被视为作为体现整体的交叉点 [2]；格

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认为斯卡帕的作品是

由碎片组成而不破碎（fragments without being 

fragmentary）[3]；普遍广泛的共识认为节点而非

平面是斯卡帕设计的生成因素，但在奥托伦吉住

宅这样的作品中，斯卡帕也曾明显地试图为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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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面提供精确的坐标，并通过对各结构

或非结构要素的多元化、精细化地处理、

组织，建立起一种整体的空间张力和氛围

关系。

奥托伦吉住宅（1974—1978），是卡

洛·斯卡帕（Carlo Scarpa）暮年思想成熟

期的作品（图 1），这座住宅打破了传统

的生活空间概念，其多边形的去结构化的

形式，超常规尺度的混凝土圆形石柱，以

及作为起居空间中心性元素的壁炉与椭圆

形浴室的存在，使其所显现地似乎不是一

个典型的斯卡帕—这可能是奥托伦吉别

墅一直经常被忽视的原因。这座住宅没有

留下最终定稿的图纸、剖面或任何构造信

息，关于该住宅的现存资料仅存有一些斯

卡帕的过程草图以及他的只言片语。同往

常一样的是，斯卡帕复杂精致的细部构思

及传统的建筑语汇在这栋私人郊区住宅中

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借此，笔者重新发

掘和审视该住宅的建筑设计草图及建造过

程与思维活动，意图使研究得以更广阔的

视角和更近的距离—窥探斯卡帕流动的

诗意艺术世界。

一、缘起：来自奥托伦吉的邀请

经朱塞佩·马查瑞（Giuseppe Mazzariol）

介绍，1974年律师卡洛·奥托伦吉（Carlo 

Ottolenghi）雇佣斯卡帕为他的儿子阿尔贝

托（Alberto）在巴尔多利诺镇（Bardolino）

附近的穆尔区加尔达湖畔（Lago di Garda）

设计一栋私人住宅，意图让孩子既能生活

在城市和文明的生活环境中，也希望能保

持威尼斯的家乡情结。

基地面积约 7600m2，建筑位于基

地角落一处山坡上，可俯瞰加尔达湖面，

一块葡萄园长在这块土地上；据城市地

方规范限制，新建建筑不得超过一层高，

距离用地边界至少 10m，并且总容积不

超过 445m³[4]。场地没有任何的历史与

文脉来对斯卡帕的设计进行限制和引导，

然而，正如福斯特（Forster）所言，斯卡

帕创造了他自己的障碍（obstacles）来克

服和解决 [5]。

斯卡帕的选择是在外围位置建造房

屋，以保护这部分农业用地。为了应对住

宅高度的限制，斯卡帕的解决方案是将建

筑的相当一部分形体推入斜坡深处并浸没

在地下，体量被隐藏并顺山坡地势变化，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图 2）。9根粗硕的

圆形石柱（直径 88cm）围绕着起居空间

排布并支撑起屋顶。面向加尔达湖，不规

则地步入式屋顶使得观者可以达到步移景

异的效果。如同铺着地毯的步入式砖石屋

顶下，自由流动的单层平面就此不规则地

生长、分化、延伸开来。

方案最终在 1975年 6月被当局批准，

1978 年冬斯卡帕在访问日本仙台时意外

离世后，1979 年方案由其项目助手朱塞

佩·托马西（Giuseppe Tommasi）修改、

表现、完成。原始完成版本图纸因斯卡帕

经常在现场讲述修改等因素而不复存在，

尽管现存的手稿与最终版本大同小异，托

马西仍力图根据斯卡帕的意图进行了修改

和复原。

二、形式构思：确立与“争夺”

1. 构思与草图

斯卡帕构思设计的起点始于对文脉语

境和问题的确定和理解。他曾提到 [6]：“无

论博物馆更新，或是展厅装置，总需要一

个语境。一旦语境确定下来，工作就相对

容易了……一旦理解问题的所在，就可以

开始工作了。”在奥托伦吉住宅中，激发

斯卡帕设计灵感的最初设计理念与城市对

房屋高度施加的限制以及雇主对威尼斯城

市情节的要求有关，这可能为斯卡帕提供

了设计的最初混沌意向。

语境和问题一旦明确，便进一步寻求

形式的来源。“调查研究能使我们理解形

式是怎样从它最初的创造者那里一步步的

再现过程。设计过程就是在问题的陈述和

问题的解决方式中体现出对现实性的理

解。一个方案并不是被某种形式包裹着的

思想，形式本身就是思想。对方案的思考

就是对形式的思考。”[7]

斯卡帕是一个依靠草图为设计手段、

持续推进设计过程的建筑师。他经常用

透视和轴测推敲建筑与场地的关系，用

透视来推敲内部构造。在他看来，平面

有助于理解要做的事情，透视则暗示着

图 1：奥托伦吉住宅，巴尔多利诺，Aldo Ballo 摄，
1980 图 2：奥托伦吉住宅体量被隐入山坡，巴尔多利诺，Federico Puggioni，2015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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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运用透视和剖面来设计一个楼梯

要容易很多 [8]。草图贯穿设计构思、建

造、修改的全过程，是斯卡帕理解现实

问题、构思设计的基本手段。

对斯卡帕而言，方案的构思就是从直

觉意象开始，这种意向是存储在记忆中的

威尼斯传统技法与经验累积的提取、创

造，它并非是无差别地，而是有质量和倾

向地审慎选择，而后借助草图，这些记忆

意向被重组、排列。斯卡帕曾在威尼斯的

一次讲座中解释道 [7]：“我想看见事物，我

不相信任何其他的东西。我把事物放在我

的面前，放在纸上，这样我能看到它们。

我想去看，因此我画。我只有画出来才能

看到图像。”不同比例的草图被运用于不

同的构思阶段，1∶200、1∶100、1∶50

的平面和剖面被用于方案阶段，1∶20的

平面、剖面和 1∶10、1∶5、1∶2、1∶1

细部图，以及大量的局部轴测则被用于具

体构造细节的物化阶段 [9]。从斯卡帕众多

关于奥托伦吉住宅的草图中可以看出斯卡

帕对待建筑体量关系、屋顶广场的折叠分

割及圆柱的关注，因此，其形体的整体构

思或许源于对地形、景观及城市意向要素

的综合考量。

研究斯卡帕的设计过程，需要先了

解斯卡帕设计所用的工具类型和绘图方

法。在方案的不同阶段，斯卡帕会采用不

同的草图类型与绘图技巧。在建筑体块和

场地设计阶段，斯卡帕会采用传统美术学

院的裱纸法，用炭笔在固定在厚纸板上的

卡纸进行方案的整体勾勒；随着设计的

发展，卡纸上的草图局部重点被放大推

敲，卡纸上铅笔硬度与线条的精准度也会

随之改变；轻薄透明的薄纸则用来迅速发

展或否定某个想法又或是对形式主题的快

速构思，并用彩铅对局部复杂空间进行重

点表现；当决定定稿时，斯卡帕会使用用

水稀释过的印度墨水，以便不干扰铅笔线

的柔和；此外，斯卡帕还会用水彩在剖

面或是平面上浸染示意或擦抹，甚至涂掉

某个区域以便能在上面进行更多层次的研

究，这种易于擦抹、改绘、可层叠的“卡

纸图”成为后续诸多叠加图稳定而可靠的

参照 [10][11]。此外，其草图风格明显受到了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阿尔瓦·阿尔

托（Alvar Aalto）以及托尼·加尼叶（Tony 

Garnier）的绘画和草图的影响 [12]。

2. 草图演变

然而，尽管在设计与建造阶段经历了

六次反复修改，奥托伦吉住宅的平面基本

形式从一开始就已确定 [13]。在场地草图及

初步的平面中，斯卡帕已对场地的坡地环

境、建筑形体及平面布局作了基本明确的

安排，壁炉、浴室及东侧花园和水池等要

素已体现，3 根柱子被安排在入口旁边，

不过建筑平面的具体布置和内部细节还在

具体的推演中。

观察奥托伦吉住宅的系列草图（图 3~

图 5），它们表现出连续性与一致性，如

基本明确的体块关系，视窗与景观环境的

关系以及系统化的基本要素：柱子、壁

炉、椭圆形浴室，始终在系列草图中演进

修改。不同于此前的系列住宅设计—整

齐轮廓或统一秩序下包裹的内部线段的交

织堆叠，奥托伦吉住宅的外部形体处理变

得更加自由，线段简短而冷静，结构要素

也更加硬朗明晰，外界面在内部功能和形

式的反复考量中逐步确定。线段纷繁的断

裂和停顿或可反映出音乐和意大利作曲家

路易基·诺诺（Luigi Nono）对斯卡帕的

影响。斯卡帕以独特不重复的音符组合组

织起整体，并用“强调的重音”（emphatic 

pauses）分隔，以建筑中的间隙类比音乐

中的沉默与休息 [14]。

柱子在图纸中是最先被确定和反复修

改的，运用控制线精准地组织并定位着平

面布局。在最初的方案设计中共有 8根柱

子，最终版本中则变为 9根 [15]；从一开始

的 3根，期间相继变更为 4、7、6根，最

初用以标记入口，继而被明确地以 6或 7

根的形式安排在入口旁边，数量可观的图

纸表明斯卡帕对柱子的投入程度 [12]。这

些柱子似乎无关乎结构的稳固而旨在获

得某种形式与韵律，然而，根据托马西

（Tommasi）的实验，如果将圆柱中心点作

为元素重心，它将与平面图的重心完全重

合 [15]。这显示出斯卡帕对精度的敏感性

图 3：斯卡帕的平面图手稿（炭笔和彩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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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局部小尺度的细节或构思，如檐口的立

面形式构思，关于门窗及转角交接的相关

细节。这些细部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一

些是美化图面用的，另一些是强调或是研

究思考用的。但斯卡帕从不美化细节—

细节与整个设计同样重要，并拒绝任何有

关整体与细部的层级关系 [12]。换言之，这

些细节不是孤立的存在于草图上，而只是

问题研究的不同层级（图 6）。

通常，斯卡帕会绘制无数的草图阐述

其最新的想法与修改情况，这些草图没有

显著的校正说明及备注，说明在项目整体

的设计思维进程中，斯卡帕十分清楚每一

处细节的构造和做法。在特定的语境下，

图 4：奥托伦吉住宅手稿，1∶50 图 5：奥托伦吉住宅平面图，1∶50：炭笔和彩铅，670mm×755mm，MAXXI，ACS.

和全面的，他也会绘制剖面和细部来推敲

壁炉的体块、洞口、色彩及与之相连接部

分的空间关系。

在草图中，斯卡帕仍力图将墙体和圆

柱的中心线寻求呼应关系，并不断寻求合

理的家具布置。椭圆的浴室初步看起来像

两个椭圆交接连接直线段生成，然后变为

更接近一个椭圆，这种形式也与双圆模式

的变形相关，有着极为精确的数理推演。

在最终落成时，椭圆形的浴室进一步被直

线段斜切，扩大了卧室入口空间并使得空

间更为规整。

草图的布局风格始终沿用斯卡帕过去

的做法：在中心位置为平面图，周围是一

和对图纸平衡性的把握能力。此外，柱径

88cm与 11的倍数关系以及斯卡帕本人惯

用的 5.5cm网格模度亦存在着关联性。

在图 4这张 1∶50的草图上，显示了

底层平面几乎所有的细节，周边的草图则

展示了细部的设计思考。住宅外部形式已

基本确定，而内部折叠屋顶下的空间仍在

推演中，例如餐厨空间与入口的关系、主

人卧室、家具的位置和尺寸、台阶和门扇

布置形式以及椭圆形浴室、壁炉的体量仍

未明确，其他墙体的细部构造形式也在寻

找彼此的关系；9 根柱子中有 6根柱子两

两成对布置，在主人卧室的起居室内西南

角仍有一颗柱子，而在后续的版本中，该

柱子被取消继而出现在了客厅的东北侧台

阶处。柱子之间通过圆心的连线相联系、

指导、分割着平面。

在数版草图中，尽管双面壁炉的形式

在不断调整，而位置和空间作用却是明确

的：1. 分隔与引导空间—将起居空间、

客厅、图书室分割开来，并引导着室内流

线；2.功能复合—壁炉、书架空间的结

合；3.平衡构图—壁炉的设计在作为住

宅精神象征的同时，亦成为平面中的重要

构图与体量平衡要素，空间布局重点在线

性的壁炉引导下就由客厅转向了主人卧

室。斯卡帕对待细部的思考和处理是立体

图 6：奥托伦吉住宅局部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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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中每一处精心设计的细部组合构成一

种形式的隐喻，由斯卡帕毕生经历和经验

所构成确定的完整的形式意指。斯卡帕通

过形式而非功能（形式先于功能）表达其

设计思想，并在功能与形式的反复“争

夺”中逐步确立彼此的关系，而这些形式

设计的做法和灵感植根于威尼斯，并贯穿

和完善于斯卡帕的建筑生涯。

三、平面组织：记忆与图像

1. 平面

不规则的建筑平面呈现出向两极延伸

的趋势，西侧、北侧靠近道路一侧布置客

人卧室，面向东侧内凹的室外花园则布

置厨房餐厅、客厅等生活空间，南侧及

东南方向布置书房、起居室及主人卧室，

并在面向西南加尔达湖一侧大面积开窗

（图 7）。

在室外花园，水作为威尼斯象征性的

片段被抽离出来，室内外水池通过一条跌

落的水渠相沟通，水流从层叠的锯齿状排

水槽流出（图 8、图 9、图 11）。这种使得

水从一个水槽流向另一个水槽的做法曾在

诸多作品中体现，比如在奎里尼·斯坦帕

利亚基金会（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

Venice，1961—1963）、“意大利 61”荣誉

馆（Italia-61 Honor Pavilion），以及最重要

的布里昂公墓（Brion Cemetery），水被用

来强调各种形态所经受的液化过程 [1]。平

静的水池在统一内外的同时，标示出自然

与人工的分离。

光和空气从一条小路“卡勒”（calle）

渗透进房间内，意指威尼斯典型的曲折

的胡同街巷，意在借助墙面限定如同威

尼斯般的城市空间（图 10）。这条小路将

室内与挡土墙分隔开来。挡土墙由两处

宽窄不同的圆锥形曲面连接直线段构成，

采用石头和混凝土建造形成。这两处放

大的空间对着房间门和窗的部位，如同

威尼斯传统的倒锥形烟囱，上宽下窄的

设计使得阳光与空气得以更加自由地流

通，并在粗糙的墙体表面形成光线的退

图 9：花园水渠和屋顶排水渠，Federico Puggioni，2015图 8：东侧花园

图 10：卡勒 （calle） 图 11：东南侧水池视角 

晕效果。

九根柱子作为空间的支点，限定出起

居空间及通向花园的入口。如果说建筑平

面北侧尚能看出秩序与理性的直角网格化

布局，南侧、东侧则成为九根圆柱组织的

各种不连续要素的片段组合。平面的整体

组织似乎缺乏节奏和规则，而这恰与威尼

斯曲折迷转的城市特征相关联。城市不

允许被直接的“线性”感知，它必须通

过“碎片化的视图”被缓慢地发现，“同

时”重叠与交叉 [14]。“在威尼斯，是墙壁

塑造了引导我们穿过城市迷宫的通道，而

图 7：由 Giuseppe Tommasi 改造，柱子最初有八根，而最终设置了九根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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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墙壁是破碎的，隐性的，巨大的

锚固般的柱子就像威尼斯的钟楼（教堂的

钟楼），提供方向性的地标。”[13]

2. 柱子

大柱子形式在其早期佐帕别墅（Villa 

Zoppas）及其他作品中就有所应用。在佐

帕别墅中，斯卡帕意在寻找连续的空间，

圆柱作为支撑点成为屋顶的锚固点，连续

的空间被分割（图 12）。而只有在奥托伦

吉住宅中，柱体的形态才呈现为多边形排

列，使各部分空间环境根据不同的几何结

构聚集在一起。平面中大柱子的灵感来源

或与赖特对圆形图案的系列研究之一—

加州杰斯特住宅（Jester House，1938）不

无关联—此前，弗兰克· 劳埃德· 赖

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对斯卡帕

的具体影响已经被广泛地讨论；此外，帕

拉迪奥（Palladio）的萨雷戈别墅（Villa 

Sarego）粗琢的柱子所展现的威尼斯传统

以及古希腊的圆鼓状段节的柱子，这类建

筑在巴尔多利诺已存在，如那里的圣塞

维罗教堂（chiesa di San Severo）（图 14）；

而根据奥根尼奥·德·路易吉（Eugenio 

De Luigi）的说法，启发斯卡帕柱子形态

来源的，或来自于奥地利公路上的巨大柱

子 [15]（图 13）。柱体内外材料差异与布局

形式也使人想起其早年大量的展陈设计及

同期运用在布里昂墓园中控制门扇开启的

滑轮装置（图 15）。

柱子形式的转变体现在多个层级。如

图 13：根据 Eugenio De Luigi 的说法，奥托伦吉大柱
子的形式受到奥地利公路旁的石柱的启发

图 12：佐帕住宅（Villa Zoppas），
1953  

图 14：圣塞维罗教堂（Chiesa di San Severo），巴尔多利诺 

这九根墩柱不仅呈现为视觉上的色彩与材

料的分层，在形式上亦采用具有威尼斯传

统的叠加的鼓状石头和混凝土。对斯卡帕

而言，既不能忽视又不能直接模仿的历史

素材问题是他所一直关心的 [16]，不同的

材料和制作方式则反映着时代和生活的特

征。作为奥托伦吉住宅的先行实验，以及

向赖特帝国饭店和各种三角形窗棂和织品

致敬的三角形垂直元素的运用，斯卡帕

在乌迪内市的弗内特住宅（House Veritti，

Udine，1955—1961）中，用 13 根硕大

中空的截面为等腰三角形（长边达 90cm）

的棱柱作为结构支撑起整个建筑—由

斯卡帕设计的三角形混凝土模件叠加而成

（图 16）。更早些，在奎瑞尼·斯坦帕里亚

基金会的更新设计中，由半透明玻璃、金

属和大理石构成的“柱子”则内置了片状

暖热器，减法的运用使不对称的图案进一

步弱化了柱子的实体感（图 17）。这种减

法的运用也体现在奥托伦吉住宅的构图

中，或与日本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这反

映出斯卡帕将历史与外部元素进行个人化

加工创造的能力。

不同于赖特极具水平倾向的有机建

筑，斯卡帕始终不曾将他工作的理想目标

与赖特的“有机”和“自然”相联结，关

系的创造是斯卡帕设计的目标。在奥托伦

吉住宅中，斯卡帕着意强调墩柱实体垂直

方向被压低的紧密与反抗的力量感和紧张

关系，而黑色天花板压缩延伸空间的同时

又在颜色和交接关系上暗示着与石柱和墙

壁的分离—如同是与平面水平延展趋势

相抗衡。折叠的步入式屋顶纵然涉及外部

环境的延伸，却是基于自身完全独立的解

决方式和构思目的：空中广场—城市

空间在建筑屋顶的延伸和再现。托马西则

强调黑色天花板使得柱子沉浸在“虚无”

（nulla）的氛围状态之中 [15]。结合同一时

间建造的布里昂墓（1969—1978），对比

斯卡帕的弗内特住宅、奥托伦吉住宅和赖

特的西塔里埃森、帝国饭店以及杰斯特住

宅，从三角形元素到圆柱形元素的引用与

材料表现方式，斯卡帕已开始有意识地消

除所受到的赖特影响，并在奥托伦吉住宅

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个人化的设计操作方

法。钢筋混凝土的运用，减法获得建筑体

积的做法，完全个人化的生成几何，色彩

和对比材料的运用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参

考，标志着对赖特形式主义的脱离 [17]。个

人经历与经验、赖特、蒙德里安等的人生

中的接触媒介引导着斯卡帕走向一条威尼

斯本土化的融合建造体系。

3. 壁炉与浴室

室内主要空间组织主要由椭圆形浴室

及壁炉两个要素构成。这两个要素由斯卡

帕的好友—出身画家世族、同样对形

式与色彩极为追求的马赛克艺术家奥根尼

奥·德·路易吉（Eugenio De Luigi）和画

家马里奥·德·路易吉（Mario De Luigi）

在其身后完成最终设计。提及壁炉，则不

得不联想到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

建筑四要素对斯卡帕的影响，事实上，赖



085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Theory Research

图15：布里昂墓园（Brion Cemetery）的滑轮装置 , 
1969—1978

图 17：奎瑞尼基金会（Querini 
Stampalia Foundation）的柱子 
1961—1963，威尼斯

图 16：弗内特住宅（Casa Veritti）三角形的柱子，1955—1961 乌迪内市

特一系列的草原住宅研究也深受森佩尔的

影响。

作为空间的核心，壁炉的处理显示了

天花顶棚与墙体的分离关系，并将人的视

觉焦点吸引至此处，使人进一步注意到天

花板在此处折叠转换。这种对交接部位关

系的阐释在其本人在威尼斯建筑大学开

学典礼致辞中得以详解 [18]：“对于空间的

感觉不是通过如画的秩序，而总是一些物

理现象，是物质、体量的感觉，墙体的重

量感。因此我认为是采光孔、开口、洞口

产生空间关系……”即通过采用色彩、材

料、物体的物理属性等设计推理过程的干

预、语言、语法来达成关系的创造。

主人卧室中的浴室是另一个平面的中

心要素。在原始图纸中，它的形状来源于

两个切割相交的双圆组合—斯卡帕生命

的母题，这种双圆造型在布里昂墓园及其

他细部中广泛出现。根据斯卡帕的想法，

浴室中镜面反射玻璃的存在使得浴室内部

无法被外部观察，而允许浴室中的人的视

线延伸到外部，内部浴室空间由此延续到

卧室，观者如同站在客厅的延伸部分上。

镜面玻璃中的反射暗示了卧室 T形壁炉的

存在，而浴室前的电线桩则从墙面分离出

来，使得墙面保持完整（图 18）。浴室不

与天花接触，创造出体块和体量感和洞口

的深度，并突出折叠屋顶下空间的连续和

流动。

诸多记忆与图像的组织奠定了住宅的

基本格局，直接或诗意地达成了与城市尺

度的对话。然而，承继传统的斯卡帕对形

式构思的理解，对场所联系的建立，对关

系的组织是多向度、多层级的，文化记忆

也从二维图形映射到三维空间，共同融合

为威尼斯的城市图景。

四、竖向操作：并置与融合

1. 立面

从外部观察，奥托伦吉住宅混乱的体

积隐藏在林中，整体形态似乎缺乏统一的

结构，粗犷的混凝土建筑形式与构件呈现

的多样形态看似有解构主义和粗野主义的

倾向。在斯卡帕看来，空间的价值或许即

蕴含在墙体、柱子等物质实体的构架与解

构的关系操作中。于他而言，建筑的统一

不在于整体结构的统一，重要的是认知结

构的统一，即建筑构思的过程—经历一

系列感知、解读建成环境、如何构思建造

图 18：奥托伦吉住宅主卧室内的浴室 图 19：东侧花园视角 图 20：东侧花园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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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11]。

立面中粗野主义的特征在委内瑞拉双

年展馆（1953—1956）的混凝土与鹅卵石

墙面已显现。不过，喷溅的砂浆墙面和混

凝土的使用表现固然使建筑体现出粗野主

义的倾向，斯卡帕的混凝土建筑却是精致

化、细腻的：建筑立面上下不同部位形成

精细模板纹路与其他材料的并置对比；光

滑的混凝土柱子上点缀着本土产的粉色普

润石（Prun）和白色特拉尼石层（Trani）

的运用，呈现出独有的感性与细腻（图

19~ 图 21）。罗伯托·杜里奥 （Roberto 

Dulio） 认为，西塔里埃森混凝土的重力图

像可能推动了斯卡帕改变对混凝土材料使

用的概念，并使斯卡帕从 20 世纪 50 年

代后半期开始以完全自主和原创的方式发

展：斯卡帕的混凝土建筑是挖掘而不是建

造，是堆叠而不是竖立，建造和使用方法

类似赖特般的感性，而并非野兽派的随意

想象 [17]。而据托马西的说法 [15]，1968—

1969 年初次接触斯卡帕时，彼时他正在

威尼斯建筑学院对钢筋混凝土大加批判，

说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材料，因为它会盲目

地采用模板强加给它的形状；几个月后

托马西再见到他时，他正在课堂上对钢筋

混凝土歌颂，并举了自己在布里昂墓园

（1969—1978）的例子。可见其对混凝土

材料态度的急剧变化是在接手布里昂墓园

的项目过程中，在这个项目里，他曾尝试

用光滑的古铜片塑形混凝土。自始至终，

斯卡帕游离于赖特的体系之外，并在不断

实践和构建着自身对材料与形式的理解。

斯卡帕通过对石头、混凝土、木材等

诸多材料的组合和技术的干预对比，创造

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图 21）。建筑立面如

厚重的墙体凸显出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

合，立面中诸多结构性或非结构性的部件

本身成为住宅装饰的一部分，例如不同材

料的门窗框架仅作为立面的构图装饰部

件。墙体门窗洞口形式多样，但主要是以

非对称的韵律构成、深色钢镶框窗扇和类

似日本传统门扇的红棕色方格形木门窗为

主。此外，斯卡帕对待窗转角的态度也十

分明确：取消传统的角部，用纯净的角

a） b）

图 21：东侧花园视角和墙面细节，Federico Puggioni，2015

窗这一现代形式展示着局部空间的光线和

品质。

对斯卡帕的经验体系的影响来自于

众多方面，他对东西方古代、现代和当代

艺术持开放态度。例如，诸多的展览设

计促进了他对建筑空间与艺术品关系的

干预认识，如保罗·克利（Paul Klee，威

尼斯，1948）、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罗马，1956）或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加州伯克利学院，1969）展

览；而 1968 年到 1969 年的日本之行无

疑影响了后续的设计，包括最重要的布里

昂墓园。门扇的形式与万字符号或可反映

出蒙德里安、风格派以及传统日本文化

对斯卡帕的深刻影响（图 22）。非对称的

韵律式构成在壁炉（兼书架）的色彩组

合及造型设计中亦得以体现（图 23）；此

外，在斯卡帕对维罗纳古堡博物馆立面中

对对称的哥特式门窗处理中—通过嵌

入室内非对称的窗扇新框架打破哥特绝对

对称的秩序理性—已有所体现；类似

日本传统建筑推拉门扇的造型在其诸多建

筑中也有反映，如后续的布里昂家族墓 

园门。

斯卡帕是运用光线与时间的能手。

“古典”的斯卡帕认为阴影赋予模型以形

式，阴影对于形状的揭示，犹如比例之于

房间同等重要 [19]。外部凹凸的墙表面因光

线反射造成的白亮效果与洞口形成强烈的

明暗对比。立面墙体比例宽而壁身厚，洞

口压低，阴影更加深入，辅以厚重的砂浆

墙面，深植于土地的体积感与力量感被呈

现出来，住宅如同地势的生长延伸，隐匿

在山坡丛林中。

2. 结构与屋顶

建筑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与石头，从

最上层与路面齐平的挡土墙开始，随室内

高度逐渐倾斜降低。多边形混凝土屋顶板

块中序列性地嵌着常规砖头，如同纸张的

折叠和展开形成的皱褶。对比斯卡帕的

好友阿尔多·布西纳罗（Aldo Businaro）

所拥有的 17 世纪庄园—帕拉泽托

（Palazetto）别墅的打谷场设计（1974—

1975），皱褶的交叉处设置着一些圆平台，

代表“月亮”与“太阳”[4] 的圆台被近似

替换成了支撑屋顶的混凝土圆柱（图 24、

图 25）。此外，倾斜的屋顶平台与锡耶纳

（Siena）的坎波广场（Piazza del C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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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奥托伦吉住宅的屋顶 图 25：帕拉泽托别墅（Palazetto）略微折叠的打谷场，1974—1975

图 22：客厅和窗框的研究，彩铅和炭笔画，1∶50, 300mm×770mm, MAXXI, ACS

图 23：草稿纸上的剖面研究，彩铅和炭笔画，300mm×658mm

亦有相似之处。斯卡帕有意地将记忆经验

与形体意向要素进行层叠、并置、组合，

并对其特征进行放大显现，以达到对观者

的感官的暗示、引导与影响，这或许是其

关系的创造目的，也与其多年来重视展陈

艺术品与观者的感官联系相关。

屋顶的建造由托马西在斯卡帕身后

完成。倾斜的步入式屋顶如同一块可以

行走的特殊地面，地面空间由此继续延

伸，于其上可以眺望加尔达湖面，视景

也会随着观察者视点的变化而变化。作

为城市空间的延伸，斯卡帕也曾将“空

中广场”的概念用于维罗纳银行的屋顶

处理中。关于其设计构思的演变，我们

或可从其画作和只言片语中得出某些印

象。屋顶斜面的绘图是从斯卡帕手中的一

张纸上重新拍摄的，显示了建造倾斜平面

屋顶的主题（图 26）。他说：这个物体的

美在于以这种方式举起它（La bellezza di 

questo oggetto consisterebbe nel sollevarlo 

in questo modo）[8]。从技术角度讲，这

种倾斜的角度不仅利于排水，而且从不同

角度看，一些梁形成了丰富变化的支撑

表面。

奥托伦吉住宅的整体形态特征如同众

多分散碎片的并置、组合与拼贴，其暗含

的城市记忆和场地一起，共同融合成完整

的结构图像。住宅中诸多部件的操作可被

感知，例如北侧地面入口两侧墙体高度的

变化，不与天花板接触的壁炉，分离的黑

色钢柱插线板，室外水池排水槽与小钢柱

的空隙等。这些元素本身并不具有独特的

暗示或隐喻，在斯卡帕看来，纯粹简单的

形体本质是不完整的群体，每个形体、每

个元素均指向复杂性的关系并相互关联、

交织—进而暗示整体的基础结构 [20]。众

多看似无意义的细部操作，却是在服务于

一个细分的主题目的，如同主干和分支，

在分离和不连续的手法表征之下是为整体

空间关系所作出的层次化的局部处理。

五、空间画布：材料与工法

1. 材料色彩

除却洞口，颜色是另一主要物理属性

之一。关于色彩，在斯卡帕诸多绘画作品

与展陈设计中的考量已被大量分析，是斯

卡帕用以创造关系的重要媒介，亦是其在

构思推理过程中的重要干预和介入手段。

如同洞口般，颜色使观者可感受某一维度

的物质层次，进而感知构思的意图。不同

于洞口等空间形式地是，它超越了材料本

身所具有的密度与深度。在他看来，现代

建筑的抽象立体几何摧毁了对构架和解构

的敏感 [18]，空间要素亦非墙体的厚薄、有

无。而要达成任何目标，必须要创造关

系，无论是通过色彩、材料或是物理的

洞口。

斯卡帕早年在威尼斯艺术学院的经

历，欧洲新艺术运动、维也纳分离派的影

响，促使斯卡帕重视将建筑与视觉艺术相

结合，并从如保罗·克利的绘画中吸取灵

感，用建筑的手法解读二维艺术 [20]。加之

多年来与每一位合作工匠的紧密联系，以

及他对任何匠作技巧、技术的痴迷，使斯

卡帕能够同时驾驭并置数种不同的材料，

时常创造出常规做法所无法达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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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草稿纸上的炭笔画，100cm×150cm

图 27：连接客厅和下方休息室的室内台阶
被分为两组

图 28：下方休息区面向主卧室透视

图 29：屋顶混凝土材料细部，Federico Puggioni，2015 图 30：室内天花及墙壁细节，Federico Puggioni，2015

在对奥托伦吉住宅室内外的进一步空间整

塑中，斯卡帕显现了其将绘画与威尼斯传

统技艺带入现实的技巧。

与斯卡帕过往展览装置中的手法类

似，空间是光源和水面、彩色墙面、天

花、地板呈现为各类散射光、漫射光的空

间组合表演（图 27、图 28）。斯卡帕常通

过适当地配置光源，使建筑中的物质实体

如彩色表面、白色墙面、水等作为光漫射

器，通过材料以塑形光线，墙壁成为照明

系统，进而产生新的空间品质 [21]；如该

别墅中倾斜的卡勒塔的退晕光线设计、室

内人工灯光通过屋顶的折射以及波萨诺

（Possagno，1955—1957）项目中反凸形

式的角部天窗。不过，在这里光线并不是

空间的主角，而是光线下的物质实体。

上部屋顶采用模板混凝土，而外部立

面采用水泥灰浆，表面有如喷溅般凹凸不

平的质感（图 29）。深色的窗扇镶框进一

步限定了体积的宽度与深度，棕红色的日

式木质门扇则赋予住宅以温暖属性。连续

折叠的天花板最初是用白色抛光石膏完成

（因资金问题，为快速完工），后在托马西

的建议下，天花板用黑色抛光石膏进行刷

涂，以明显与白色墙体相区分。屋顶外部

做法与帕拉泽托别墅打谷场做法相同，外

表面镶嵌排列经喷砂处理的暗红色砖石，

底层为现浇混凝土，板块交接处用混凝土

梁勾出肋线。柱子及圆柱盘由场外浇筑的

混凝土和石头制成，施工时先建造完成，

尔后在其周围铺砖。屋顶上三根圆柱盘围

合成屋顶花园，屋顶同时成为地形延伸至

建筑上的地面，表现出对古典三重性的

颠覆。

室内天花采用了威尼斯传统的抛光腻

子（灰泥）粉刷（图 30）。事实上，斯卡

帕可能比他那一代的任何其他意大利建

筑师都更熟悉意大利灰泥表面处理的知

识，而抛光灰泥技术的复兴和流行在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这种传统的粉刷技术

将彩色颜料、大理石粉、石灰泥和其他材

料相结合，产生类似石头或漆般高度抛光

的表面 [2]。斯卡帕常在设计中运用两种腻

子：抛光腻子和亚光腻子（la calce luci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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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是斯卡帕的空间整形手法之一”[23]，

他将建筑空间作为了绘画的画布的延伸，

对理想空间进行着深度的整理和描绘。

坚实的地板与轻盈折叠的天花板一起

作为背景，使得处于空间中的一系列分离

的实体要素如浴室、壁炉、台阶等在材

料、色彩、洞口、光线和阴影的综合作用

下如同装置中的展品般被展现出来。类似

斯卡帕的展陈设计，在一个既有背景平面

又有展览本身的受限空间内，艺术品和它

的支撑物及建筑空间之间是完全同步的，

从而允许在三重尺度上对每一件作品的本

质进行全面、永恒和理性的感知 [24]。而

一旦空间的支撑或背景被创造出来，它

就近似的成为空间本身永恒和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以允许可能的多角度的欣赏、

解读。

2. 细部构造

此外，斯卡帕十分注意微小的结构和

构造细部。例如，水磨石台阶或浴室、壁

炉墙体转折边缘常被饰以黑色宽线条进行

限定，凸出体积的轮廓边缘以与地面区

分（图 33）。不规则室内台阶边缘通过黑

色钢带保护免受破损，其本人也曾公开提

及如何用铁片应对墙壁转角等易磨损部位

的保护问题。花园的室外台阶则采用了马

赛克式地砖拼贴—这一悠久的威尼斯传

统。九根柱子的材料为当地产的粉色普润

（Prun）石和白色特拉尼（Trani）石材与混

凝土圆盘随机交替层叠变换组成。石材由

凿子凿刻，斯卡帕首先使用地是普润石，

后来决定增加一些特拉尼石层，以达到更

精致的色彩平衡（图 34、图 35）。透明玻

璃角窗与戛然而止的混凝土装饰窗扇的对

比，经打磨的窗台与粗糙凹凸的砂浆墙面

的对比（图 36），高度清晰的分离表面表

现出斯卡帕对材料处理方式的强调以及对

细部转换交接的明确态度。不同材料的并

置，对细部清晰的关系表达与几何形式对

身体记忆的引导感知，构成了斯卡帕关系

和体系创造的关键。

斯卡帕将项目中的每一处细节予以拆

图 31：地面细节 图 32：地面细节及壁炉

图 33：客厅面向花园视角

a） b）

la calce opaca，oppure stucco lucidoo stucco 

opaco）[15]。斯卡帕在介绍布里昂墓园时

曾提到抛光腻子的做法 [22]：“我还经常用

石灰粉刷，一种胶和石灰混合而形成的稠

厚涂料。材料准备就绪以后，用特别的

工具粉刷可以让它看上去像丝一样光滑。”

斯卡帕并没有发明新的材料和技术，事实

上，他对材料的操作技术也是旧有的，却

在借由表现关系的塑造延续着传统的生

命力。

住宅内部墙面以白色、浅蓝色抛

光石膏腻子为主，或与蒙德里安式的红

色、黄色组合搭配。壁炉彩绘设计由马里

奥·德·路易吉完成，顶部和底部都镶有

黑色钢带以明显与地面和顶棚区分；壁炉

外表面用浅蓝色抛光石膏完成，而内表面

则用黄赭色抛光石膏完成，墙体被颜色划

分为不同的块面。斯卡帕认为地板、天花

是界定空间几何的关键表面，与墙体的交

接关系应加以明确，为了解决这两个介于

墙体的面的相交问题，需要在视觉上使垂

直墙体更加明亮，而水平地板更加灰暗 [16]。

抛光地板由棕褐色水磨石和黑白大理石骨

料制成，并嵌入破碎的陶土碎砖（图 31）。

由陶土线条形成的碎石纹理形成一条条随

时断裂的线条，在色调灰沉的地板上却并

不显突兀，将地板分成不规则形状的部分，

进一步暗示引导着室内空间（图 32）。同

时，地面断续的线条配合着室内高差和墙

面体块的错落变化，室内空间或使人联想

起地形的起伏和意大利山间的梯田。“这种

对空间的色彩和色调予以近似但却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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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把城市怀旧特征融于个人化的精细加

工和组合中。尽管住宅表现的整体是异样

的，其设计却明显地烙下了斯卡帕个人

化的手法和组织形式的印记。如同赛维

（Bruno Zeri）所形容 [25]：“若斯卡帕是一

个画家，他会将被要求改造的建筑室内的

墙面、地板和天花通通都作为他绘画的对

象，剥夺这些平面的二维性和密实感，使

它们生动、光亮，多种多样，不对称，越

界，或是极端地取消角部，或将向心力推

及到每一个遥远的元素。图像被彻底革

新，但不影响空间的具体功能。斯卡帕用

类似画家般的激情，让每一块板、每一处

联系、每一个链接、每一角落，或者每一

段通道拥有符号的多义性以放大它们的不

和谐音……”斯卡帕所塑造和改变的不仅

是在思考空间的实体要素本身，同样在创

造着一种，经过精心整理后的空间中各物

质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和关系，一种知

觉的连锁反应，并极致地将可能的想象融

入每一个要素。

六、结语

奥托伦吉住宅的建造过程如同斯卡帕

本人的实验：工作一直在进行中，每个

设计理念都在更新的草图和图纸上演绎着

新的可能。斯卡帕很幸运，缘因持续的构

思建造过程有赖于他的客户奥托伦吉的智

慧与宽容。在加尔达湖畔的半山坡上，奥

托伦吉住宅自由的单层形体在轻盈折叠屋

顶的覆盖下，没有正交的体系与切分音的

表皮，也没有太多外部景观的操作，空间

的张力却依然饱满，尽管这种张力可能是

微妙的。在奥托伦吉住宅中，斯卡帕已

将其极具个人特色的解决方式置于环境

中，众多片段语言的开放组织看似杂乱无

章，实则建立起一套明确而严谨的网络关

系。对威尼斯的碎片记忆转化为透视时空

的诗意，斯卡帕通过诸多记忆图像的叠合

与比拟，建立起整体结构关系，继而进行

形态的层次操作和空间细节的描绘。多元

化的整体与局部处理传达出建筑整体的关

系和讯息，而这种关系的操作是彻底而全

面的，不仅关照了场地，尺度也从城市跨

越到不易察觉的铆钉、接头，并最终归结

到身体的感知和理解。丛林掩映中，烙下

了斯卡帕手迹的空间或许难以再辨认其源

起，然而奥托伦吉住宅所创造的空间和意

义仍然值得去深入探析，它在建成环境与

构思演进的变幻情境中，在建筑历史时空

的延续图景中依然流光溢彩，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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