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合作居住 (Cohousing)的社会起源 立与社会孤离所做出的 

l，律 “看起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地方住
， 但是 1990年代。收入 

取 这些场所并不能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求。即使我们 以及对环境的愈加关丑 

环 看中了有能力去购买的房子，我们也并不愿意去买
。 发展起来。到 2013年 

析 我们向往更好的解决方案—— 一个价格实惠的邻里 居住社区
，井有超过 60 

展 空间，在那里，我们的孩子有同伴，我们自己也有 通常包括 10～40户居E 

朋友。不同年龄的人生活在这里，年轻的，年长的
， 是由单身、夫妇和多[ 

·d'_ 邻里之间彼此了解，互相帮助。”⋯。 包括由 50岁以上居民 

its 起源于 1970年代的丹麦，合作居住是～种将个 些社区既包括符合生态 

峨 体和家庭聚合在一起，让居民在拥有独立生活空间 括含有各种旧建筑在内 

ed 的同时又充分享有大量公用设施的住宅类型 引
， 在 通过反恩现代居住 

丹麦语里被称作 “Bof~ltesskaber”(意为 “生活社 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 

龀 区”)，对应在英语里即为 “共住”或者 “合作居住”
。 作为设计的出发点 ，不 

提炼出 “邻里”(neighbourhood)居住内涵中的核 基本生存需求
， 更将人 

in 心概念作为设计的重要元素。合作居住社区为现代人 中所面临的经济需求
、 

es 提供了一个具有场所感和邻里关系的生活模式典范。 与挑战作为重点问题来 

M 合作居住 的设计初衷 源于 1962—1966年 间， 与人性化的建筑 (物质 

124 

丹麦建筑师杨 ‘古兹曼耶 (Jan Gudmand～H~yer) 不仅与其他生态社区一样应用生态化的技术手段 

夫妇二人和朋友们认为在当时痴迷功能 (flmction一 能节源
， 更将智慧化的开发管理模式贯穿于社遂 

sessed)的文化背景下t无论是独户 (single一 造的整个过程中
， 为整个社区的长远发展带来效j 

[amily)的郊区住宅，还是城市内的多层 (multi一 以传统经典的 “邻里’’概念作为社区设计的核心元j 

：；tory)公寓建筑，由于缺少能够产生真实社区感受 合作居住通过挖掘居民对物质空问环境
、 社会骄 

拘公其设施，都算不上理想的居住场所。干是他们 和 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需求
， 在尽可能解决与满 

屎讨是否有新的居住社区产生新的生活方式，将人 居民需求的同时
， 充分实现有限资源的共享。 

门在生活中的角色由为生计奔波忙碌逐渐转变为参 下文以英国酋个新建合作居住社区斯普林希 

与生活并乐在其中。同时，这样的社区应该足够小， (The Springhill Coh 0llsing)为例
， 从社区社 

便充分鼓励邻里间的社交互动 ；公共空间将作为 环境智慧化
、 社区物质空间环境人性化和社区自 

居室的扩展部分而被人们所分享⋯ 最重要的是， 环境生态化 3个方面进行分析
。 

‘这个住宅计划不应为人们所建造，而应该由人们所 2斯普林希尔合作居住社区研究 毒乍e 论 区 A 眦g 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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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后。戴维一家与另外 3个家 

!金，以 28天内付清 90％余额 

此。由此 ，英国历史上第一个 

， 合作居住这个术语开始在英国 

． ， 戴维夫妇希望建立 一个全新 

模式—— 一个有着基布兹 ”体 

司时拥有更多个人独立性的—— 

久之后，由于家庭原因。戴维一 

往位于英格兰西北部格洛斯特 

7 

：Gloucestershire)郡的斯特劳德市 (Stroud)。 

2001年完成土地采购 ，2003年社区建成 0(图 1)。 

2-2物质空间环境人 【生化 

不同于大型的公共建筑或其它类型的建筑仅满 

足人们特定时间段的使用 ，居住建筑作为具有实体 

的物质空间承载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与居民日常生 

息息相关 ，斯普林希尔的物质空间设计充分考虑 

人性化要素，主要体现存选址与交通流线的合理性、 

空间布局的归属性 、景观空间的共享性 3个方面。 

选址与交通流线合理性 ：基于戴维将新社区建 

在都市里的初衷．新社区选址于斯特劳德市中心附 

近，占地约 8000m (约合两英亩 )，距离市中心步 

行约 5分钟 、距离火车站步行约 10分钟 ，交通十 

分便利 (图 2) 

考虑到为社区内的届民尤其是老人与儿童提供 

安全友好的环境 ，机动车停车场被规划在社区主入 

口处。社区内仅 由人行道连结各住处 ，明确实现社 

区内外人行与机动车分流 (图 3)。 

空间布局归属性：社区内建筑由2O套独立住房、 

15套公寓和一个约 330m 的 3层高的公共空间组 

成。其中 ，公共空间被规划在整个场地的中心。住 

宅部分围绕公共空间而建 ，由此形成聚合感很强的 

社区建筑空间 (图 4-6)。 

景观空间共享性 ：由于社区内部实现人车分流， 

步行道作为主耍的交通要素整合场地 上所有的建 

筑。作为社区景观空间的设计重点，步行道以轮廓 

蜿蜒的形式布置在室外场地上。除了每户居 民拥有 

独立的家庭内部使用空间，社区里所有室外公共活 

动空间均 由步行道联结，并取代每户独立的家庭花 

园便于邻里共享。此外，居 民们在自家住宅的阳台 

和前廊等空问就能够俯瞰主耍的步行道，以便及时 

了解社区里的状况而确保社区内住宅环境的安全。 

步行道的设计不仅为居民创造出非常有特点的邻里 

氛围，更为居民们尤其是老人与儿童营造出舒适安 

全的室外公共活动空间 (图 7—9 o 

2．3社会环境智慧化 

不仅在物质空间环境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人性化 

的要素，斯普林希尔在社区社会环境的塑造方面更 

是将智慧化的运营与管理方式通过非阶层式管理 民 

主化、专业人士指导共建化以及坚持开展公共活动 

其享化 3个方面来体现 。 

非阶层式管理民主化 ：虽然整个社区项 目由地 

产商戴维开发 ，项目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超出英国住 

房供给的标准工作方法。戴维作为社 区居民的一份 

子和其他居民成为平等的董事，共同商定项 目开发 

中的多项事宜 ，并共同管理项 目的经营与发展。使 

得该项 目既没有社会业主也没有私人的开发商。他 

们同时拥有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及拥有个人住 

宅的租赁权。这样民主化的运营方式极大调动了居 

民们对于社区管理事务的参与性与对 自己每 日生活 

环境的关注度 ，存解决居民真正需求的基础上。点 

燃他们对自己社区建设的活力与信心。 

专业人士指导共建化 ：如果说布拉德福德的生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风定该居。接在居开 亚商下作用更、作离 差娶 乏勺盒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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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不仅宴现居民对 自然环境的需求，也充分实现 

居民的经济需求，为整个社区带来具有生活品质的 

生态生活的同时也能够让届民有能力承担。 

社会需求 ：除了满足 自然环境与经济的需求． 

项目的真正价值和生态意义来自于届民自己——作 

为设计的成员参与到设计与建造的过程当中，自行 

管理 、自行交付自己的家，并对 自己的设计和建造 

拥有所有权。最重耍的是，通过参与整个过程使他 

们更了解房子的优势与局限 ，从而以更包容的态度 

处理产生出的相应问题，同时以更积极 、更有责任 

感、更有情感的态度参与到房子建成后的操作过程 

中。这说明实现“永续”并不都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 ， 

很多时候是社会性的，关于人．关于建筑。2005年 ． 

因该项 目对英国生态社区的建设产生了 “杰出的贡 

献”，获得副首相奖。201C)年，英国卫报评价斯普 

林希尔为英闭最成功的合作居住社区 0。 

3借豁意义 

从各个方面来说，“合作居住”并不是一个被 

创造出的新概念。存过去的西方与东方的许多国家． 

甚至是令夭【廿界上欠发达的地区，人们依然生活在 

这种具有邻里关系的小型社区里。尽管建造技术的 

发展曰新月异，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住宅所产生的社 

交孤立等等社会问题重新唤醒人们对往莆充满温情 

的邻里生活鼢『不念。合作居住并不是理想的乌托邦。 

作为一种新的社区住宅模式 ，被居住彳F社区里的居 

民认r 玎并进行更广泛的推广 ，合作届住具有实践意 

义的成功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关于新的生活方 

式的尝试 ，更重要的是，把建筑设计的模式从设计 

者为导向逐渐转向使用者为导向。设计者的角色依 

然存在，并作为指导者参与设计过程并引导使用者 

们更好的理解和辅助完成设计。强调参与性，鼓励 

居民们在使用空间的同时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与互 

动，从而存拥有有限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分享，合作 

属住社区用这样的方式柯效同应了当今资源短缺的 

社会，并帮助居民宴珈更优质的生活。这对我国明 

阶段进行智慧社区建设足有所启发的。口 

注释： 

1)Kibbutz：基们兹 ( 

为 “聚集”之意 ，英语 

kibbutzim)足以色列的一 

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嗣 

里的人没有私有财产、] 

教育医疗都是鲐糖的 

10建筑师与居民进行交流 (10—13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 

11场地中心的公共空间室内 

12住宅布局外观 

13 顶细部照片 

14室外绿植小溪的绷部～ (图片来源：http：Ilwww
．architype 

CO．uk／projectJspringhin-co—housing／) 

15室外绿植小溪的纲 二 (图片来源 ：httD：／／www
．  

cohousing．org．uk／short—history—formation—springhill。 

cohousing—community 199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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