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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素胚到彩釉
——申窑艺术中心
From Unglazed Fragments to Glazed Fragments：Shenyao Art Center

1 项目概况

申窑艺术中心项目地块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华江

路，立足于北虹桥区域，毗邻京沪高速。随着江桥

镇被纳入虹桥商务圈，这片保有经典工业遗存景象

的厂区，急需一轮全面的改造与更新来优化升级，

以适应城市的新发展。厂区内原有两栋建筑：一栋

是包含了办公楼、两组大空间厂房以及数个附属小

建筑的“生产综合体”；另一栋是板式多层宿舍，

建造之初为多层厂房。现场保留了完整的结构框

架，带有工业的秩序感与大尺度生产车间的强烈空

间感。

对于这组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车间和辅楼，

设计的挑战在于继承原厂房大空间的建筑结构的基

础上赋予其新的功能，同时将原有铸铁旧厂房改造

为展示陶瓷艺术的创意艺术园区。

园区业主自身对陶瓷艺术有独到的理解：“一

件成功的陶瓷作品背后是99件被打碎的瓷器。”

受此启发，团队的设计方案分别以“素胚瓷片”和

“彩釉瓷片”作为一期和二期的概念，并以此演绎

出原形母题谱系，呈现出建筑与陶瓷艺术相契合的

主调性。

一期方案以“素胚瓷片”为概念，抽离出来

的片状弧面形成了建筑外立面的原型母题和主展厅

的基本语汇。设计保留了原有的建筑结构和场地关

系，但通过内部钢结构夹层的增量，原空间的工业

属性被赋予了新的艺术氛围及业态内容。封闭的庞

大车间体量被打开，新置入的景观连廊和玻璃天棚

连接了园区的前后场地，入驻企业和人群可以更高

效地利用室内空间。

二期建筑南侧主体利用现有的宿舍楼结构进

行改建，并在北侧原建筑范围内加建单体。内部

空间在原基础上增加新的功能空间，灵活设置并

对原空间进行重新整合，在满足功能的同时塑造

了空间的趣味性。在美学演绎与运用上，透过弧

形空间将建筑消解到难以感知原有的秩序。与此

同时，立面上引用红色陶土砖搭配白墙犹如陶瓷内

胆外露，在某种意义上以精致化的过程呈现了从泥

土素胚到陶瓷艺术品的过程演绎与延续。曲面墙体

组织空间的收放与建筑形态的高低变化，都丰富了

周边的城市环境。

2 素胚瓷片：申窑艺术中心（一期） 

一期从与原有建筑空间和结构的对话开始，挖

掘置入的新功能空间的主题特征，在自身合理组织

的同时也时刻与原有结构体系产生碰撞和磨合。最

后，通过对原有结构的局部退让、包裹、强化等空

间关系处理，让充满序列感的结构体系暴露在城市

空间中。

我们选择“正交+曲线组合”的这一形式母

题，将“素胚瓷片”抽象为片状弧面，结合不同建

筑部位，衍生出三种谱系演绎：内凹的弧形门斗、

适应不同空间尺度窗户的弧面窗套、联系阳台上下

摘  要

江桥申窑艺术中心是原有旧厂区改造成为以展示陶瓷

艺术为主要目的的创意艺术园区。受园区业主自身对

陶瓷艺术的理解：“一件成功的陶瓷作品背后是 99 件

被打碎的瓷器”的启发，设计方案分别以“素胚瓷片”

和“彩釉瓷片”作为一期和二期的概念，演绎出原形

母题谱系，由此呈现出与陶瓷艺术相契合的主调性，

从一期的立面形式语汇到二期成为空间上的演化体现。

项目历时五年，今天看到的成果是尝试打破与增容，

并以空间递进的设计手法来表达破碎与重整的结果，

回溯整个过程确如素胚经历柴窑之火蜕变成瓷。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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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增量

Abstract
Shenyao Art Center is transformed from an old factory to an innovation 
art park displaying ceramic art works. The design scheme was inspired 
by the client’s own understanding of ceramic art: "A successful ceramic 
work is based on 99 pieces of broken porcelain. " Therefore, "unglazed 
fragments" and "glazed fragments " are the concept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hases respectively to generate the formal language, thus 
showing the main theme consistent with ceramic art. The form that was 
simply a textual expression in Phase I is now dissolved into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Phase II to express a process from fragments to whole. 
The project last for five years, instead of brutally inserting the new 
volumes into the old structure, a strategic approach is applied to break 
up as well as to expand the space. As the program meets the space, the 
project is a result of scattering and reassembling. Looking back at the 
whole process is like the unglazed fragments going through the fire and 
transformed into porcelain.

Keywords
urban renovation; industrial relics; commercial culture; adaptive reuse; 
stock and inc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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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窑艺术中心（一期）

业主：上海申窑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歆翱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

建筑设计：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刘宇扬

项目主管 / 项目建筑师：吴从宝

设计团队：王珏、陈卓然、陈晗、朱成浩、胡启明、文天启、周斯佳、

                 宣佳丽、马腾、王军、杨一萌、周哲、林璨、贺雨晴

驻场建筑师：林益洪

建筑面积：14 440m2

设计时间：2014~2016

建设时间：2016~2018

摄影：朱思宇
2

11  申窑艺术中心园区改造中鸟瞰图

2  申窑艺术中心园区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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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园区入口

4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一层平面图

5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三层平面图

6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北立面

7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北面室外庭院楼梯

8~10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轴测爆炸图

11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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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轴测图

13，14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功能轴测图

15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东立面

16  窑艺术中心（一期）西立面

17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南立面

18，19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中庭

20，21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公共走廊

22  申窑艺术中心（一期）光井爆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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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贯通的弧面钢板幕墙。这些被系统组织的弧面作

为构件，散落在厂区立面的各个位置，赋予建筑特

有的立面特征，由此呈现出申窑的主调性。南立面

主入口大尺度的门斗设计，将厂房独有的空间特征

向外立面延展。门斗空间裸露出通高结构的单柱，

在揭示室内空间的同时也散发着空间趣味。

厂房西侧突出的墙体与屋顶被拆除，作为未来

酒店的前场，完整地露出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骨架。

遗留构架的包裹形成清晰的建筑体量关系，同时引

入玻璃钢格栅幕墙体系，在保持体量完整的前提

下，增加了室内空间采光和立面丰富性。

梳理建筑内部体量，在原有的大空间结构中灵

活地设置并创造出不同尺度的多重展示空间，在满

足功能的同时注重塑造空间的趣味性，将其从原来

的“生产综合体”转换成包含展览、工坊、培训等

功能的“艺术综合体”。西侧主体厂房内部增加了

钢结构，以划分出三层主要空间：在公共走廊区设

置一组顺应结构的长天窗和三组方形天窗，将光线

引入室内并穿透至各层；错落布置玻璃钢格栅和钢

化玻璃楼面，使更多光线被引入厂房的中心区域，

而后透过玻璃钢格栅被细分成小尺度的方格状，在

平静的办公空间中与使用者产生互动，让人感受光

线的流动；公共走廊两侧的房间内，置入半透明的

阳光板和玻璃的双层隔断，改善原来空间的采光缺

陷，又能满足艺术空间安静的氛围。

我们也逐步完善了建筑中置入的光井设计，

灵动地处理采光与通风问题：穿越各个楼层的“瓷

片”内部有楼梯或电梯，隔墙由白色墙体或U形玻

璃组成。光线、弧线、质感，无不让人对陶瓷艺术

产生浓厚的兴趣。

厂房内部功能之间的退让，将遗留构架暴露给

天空，新置入的功能体块之间也获得中庭空间，打

破了原来沉闷的空间体量。再进一步地把厂房腰部

拆除，打造成半室外空间，高耸的空间以及完好的

屋顶预支桁架结构都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外部景

观从前场穿越至后场，被分为东区与西区两部分，

以解决厂房占地过大的压力，也便于建筑功能布局

的分组与节奏；同时全方位地解决了厂房大进深无

法满足日常使用的光线昏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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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彩釉瓷片：申窑艺术中心（二期） 

二期主体建筑建造之初为多层厂房，后作为一

期主厂区的板式多层员工宿舍。现场保留了完整的

结构框架，设计愿景在于继承原空间带有工业秩序

感的建筑结构，再赋予其新的功能，将原有宿舍楼

改造为创意艺术园区的多功能办公空间。在整体建

筑设计策略上，延续了以“素胚瓷片”为概念的原

型：从一期运用的立面形式语汇到二期成为空间演

化的体现；从较为粗放的体量策略到由于风貌约束

到今天最后的呈现，是尝试打破与增容，并以空间

递进的设计手法来表达破碎与重整的结果。

二期的立面设计主要是以内部功能作为支撑的

基本语汇。从建筑底部开始，为设计出内部过道式

的中庭，对首层进行局部架空，同时也作为建筑的

主入口；中庭左侧的室外疏散楼梯则原位保留。外

立面使用金属穿孔板围合，一方面在形式语言上呈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

业主：上海叶明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华江路

建筑设计：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刘宇扬

项目主管 / 项目建筑师：吴从宝

设计团队：王珏、陈卓然、宣佳丽、杨一萌、周哲、林璨、贺雨晴、

                 廉馥宁、李陈勰、王宏宇、雷施宇

驻场建筑师：林益洪

建筑面积：6 936m2

设计时间：2014~2016

建设时间：2016~2018

摄影：朱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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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改造中鸟瞰图

24，25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轴测图

26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东立面

27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一层平面图

28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二层平面图

29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三层平面图

30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四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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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31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外立面

32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园区中庭广场

33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广场步道与轻质围栏

34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轴测爆炸图

35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景观水池

36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外凸楼梯间体量

37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楼梯间下水景

38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入口空间架空

39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室外疏散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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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为现代且纯粹的表皮，与主体建筑的碎片化

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使光线能够穿透疏散楼梯，增

加光照。

主体内部为解决原结构由于空间层高不足所造

成的相对压抑感，在中间楼层部分原基础上调整了

层高。通过去除中层部分楼板，嵌入新建楼板错

开原楼板位置，使梁被暴露在立面上，让人在外

部能感受到空间骨架基础的雕塑感。外立面基本

透过平面上各层以模块房间的空间切割划分出的

大空间来决定，以内部关系对建筑外部基本形态进

行塑造。

在通往二层的楼梯间设计了一组外凸的主窗

户门洞，是行进到二层时向外的延展空间，可以看

到内部的楼梯向外旋转而上。大开窗增加了内部空

间的自然光照，从平面上也比较巧妙地延续了室外

建筑弧线曲面墙的关系和大楼梯的曲线，与窗户内

部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正是这样，大面积体量上的

弧线切割得以在外部正面体现出来。建筑背部主要

由平面上对房间的划区分布勾勒出立面及阳台的关

系，在整体大的体量上与小阳台之间的局部立面分

别进行分割，弧线的单元组在外部得以更好地反映

出来，在视觉上也呈现出弧线陶瓷碎片的充满雕塑

感的概念形态。

建筑右侧为原一层食堂位置，在原有建筑基础

上保留了原形态与餐饮功能，并在存量空间基础上

进行增量，置入了新建的楼层空间。新增空间以模

块房间的形式进行平面上的切割，分割出的四组空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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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建筑基础形态往上延伸。新增的部分所呈

现的是更整体的空间体量关系，左侧原建筑部分

的更新在立面上所体现得更为多变，新的建筑与

原建筑既是融合的关系，同时在立面上又体现出

新旧之间的视觉体量对比，形成了独特且相互呼

应的关系。

大堂入口利用一组弧形金属网进行半围合，

通透的关系如卷帘般自然切割出大纵深的主空

间，中部加入地面射灯使其成为大堂的一处装

置。业主保留的两块松木材料被设计为延续空间

模数的两组长凳，保留了弧线的运用让家具物件和

大堂空间形成了新的围合关系。在细节方面，我们

对灯具也进行了设计，取用建筑外轮廓的弧线体

量，在原弧线基础上利用基本模数进行缩小再调整

至合适比例，灯光也被调整为适应室内空间照度的

装饰光源。

外部根据业主的需求将水池的元素融入景

观，于是建筑前场利用水景分布在主要入口道路

以外的灰空间中，同时在保留下来的一期基础构

架下布置水景，使得一期和二期之间的广场形成

整体的呼应关系，水景的运用意外地从前场人行

视角上获得了建筑的镜像倒影，延展了空间的层

次感。

建筑左侧围墙原来是用镂空的金属网相隔开，

背后场外建筑的货仓区正对主建筑，设计希望通过

竹子隔档开外部环境，保留干净的空间视觉。后场

区有一个作为卸货区的次入口，景观上同样通过种

植树木对卸货场景形成视觉遮挡。河岸边使用了轻

质通透的金属网围栏，为整体的建筑与水岸的关系

增添了几分暧昧之感。

1 大堂        2 办公        3 餐厅        4 庭院        5 客房        6 平台     7 咖啡厅     8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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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西立面

41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剖面图

42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大堂入口

43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一层大堂回看

44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大堂室内雕塑与座椅

45  申窑艺术中心（二期）二层楼梯

4 结语

面向未来此片区的进一步发展，设计预留出

用作市民参与公共活动的广场空间，作为北广场的

入口，也有连廊直通“艺术综合体”的内部。一方

面，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完善空间；另一方

面，在设计解剖与重塑文化的同时，让本区域成为

周边市民参与互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二期作为

距离京沪高速最近的一栋建筑，以“窑”主题营造

出强烈雕塑感的空间是对园区场所氛围的回应。所

处的地块在未来将发展成为北虹桥商业区，为迎合

周边需求，业主决定最终将原设计为酒店的空间转

型为以办公为主的空间。

在未来，改造后的“申窑艺术中心”将作为北

虹桥艺术示范园区与南侧的公园相呼应，并与江桥

周边的万达商业广场等商业资源形成互补，进而成

为北虹桥的新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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