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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线、面，光与影，在绘图纸
上交织错落，构成一幅幅建筑素描。

来自美国的建筑师和来自哈萨克
斯坦、伊朗、刚果（金）的建筑系留
学生，相聚在开放包容的江苏并得以
结识。缘于对建筑的共同热爱，他们
组队行走在江苏大地，“Home Story 
in Jiangsu”是调研小组的名字，也是
他们共同决定的项目名称：围绕 “家”
与“人”与“社会”，研究江苏各地
“家”的形态变化，继而观察中国城
乡建筑空间再造与人的生活及社会治

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来自伊朗的尼雅已经顺利完成博

士论文，即将拿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城乡规划学博士学位，尼雅的目标是
留在南京工作，此次涉及江苏城乡营
造的调研，将给她的学生生涯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

叶烈泽，这个来自刚果（金）的
小伙子今年成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
博士生，一口流利的中文使得叶烈泽
很快融入当地的环境，他说：“纸上
得来终觉浅，这次调研之行，我得多

积攒江苏各地建筑的素材。”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伊优娜，东南大学建筑学
硕士在读，正在思考毕业论文选题的
她欣然加入调研小组，期待在江苏大
地汲取一些灵感。

美国建筑师亚当·布里尔哈特，是
本次调研小组的领头人。他曾在中国
美术学院师从著名建筑学家、建筑设
计师王澍。2017 年以来，亚当一边在
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教学，一边
参与苏州古城保护工作，逐渐加深了
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居住空间的认知。

亚当在苏州市姑苏区买下一间老
式民居进行改造翻新。从绘制设计图
纸到全程监工改造，他都亲力亲为，
确保大件小件建筑材料顺利进入“迷
你工地”。去年夏天，亚当终于与太
太搬入自己打造的温馨小家。改造过
程中再多不易，也抵不过与爱人一起
安居于此的满足。

现在，他和调研小组的成员终于
可以仔细研究别人的“家”，并且了
解“家”变化背后的故事。接下来的
故事，交给亚当来一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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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是江苏
省境内连接苏州市和南通市的通
道，位于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上游、
江阴长江公路大桥下游，是通锡
高速公路、沪苏通铁路、通苏嘉
甬高速铁路共同的过江通道，跨
越长江江苏段，是世界上最长的
公铁两用斜拉桥。

图为 10 月 18 日拍摄的沪苏
通长江公铁大桥。� 许丛军摄

外国建筑师眼中的“家”在江苏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雄姿

【编者按】�2022年夏秋之际，美国建筑师、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学院教师亚当·布
里尔哈特领队的调研小组走访江苏大地，观察这十年来江苏人“家”的变迁，观察中
国城乡建筑空间再造与人的生活及社会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跟随记录呈现，本报推
出“外国人眼里的‘江苏这十年’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城市微更新，古居更宜居
2022 年 9 月， 美 国 建 筑 师 亚

当· 布 里 尔 哈 特（Adam Brillhart）
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三位留学生漫
步南京小西湖街区，透过南京城市
微更新故事，洞见江苏这些年来守
护百姓幸福生活的巨大努力。

小 西 湖 街 区 是 南 京 历 史 文 化 名
城保护规划确定的 22 处历史风貌区
之一，也是南京明清风貌特征保留
较为完整的居住型街区之一。曾经
的小西湖，人口密集，建筑空间残
破落后，地处繁华的老门东周边却
像个棚户区，一些历史文物建筑被
淹没在高高低低的民房与工厂中。

2015 年， 原 南 京 市 规 划 局 会 同
秦淮区政府发起三所在宁高校研究
生志愿者行动，探索小西湖街区保
护与再生策略，经专家评审，确定
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团
队承担规划设计，南京历史城区保

护建设集团负责项目实施。
马道街 39 号居民许庆家有一棵

陪伴他们 40 余年的枇杷树，许庆家
先后七代人住在这里，改造前的房
子 年 久 失 修， 但“ 根” 在 这 里， 不
愿离开。改造团队充分尊重老人的
情感需求，想方设法将树保留下来。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韩冬青教授和学
院助理研究员董亦楠先后 10 多次与
许庆探讨房屋改造方案。许庆的老
房子被评为 D 级危房，根据改造政
策，政府补贴 60% 的费用，许庆自
己支付 40%。这次翻建，他们只支
付了不到 25 万元。

“尊重保留原住居民，留下街区
传统文化，小西湖‘小尺度、渐进式’
微更新实践，每一处改造都透出情
感和温度。”亚当把感悟记录在笔
记本上，深入访谈使他读懂建筑空
间改造背后的故事内涵。

洪泽湖渔民：

上岸置家，创业转型
美国建筑师亚当•布里尔哈特

和来自刚果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
生叶烈泽近日来到位于淮安市洪泽区
的洪泽湖畔，走访上岸转型的渔民，
探寻这些年江苏生态文明建设中对人
与家的关怀。

凌晨五点半，洪泽区水产批发大
市场人声鼎沸。这里的人们忙碌不已，
脸上笑容灿烂。来自洪泽区洪祥村的
杨俊如就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之一。
“在他身上，我几乎察觉不出渔民的
气息。”亚当说，“现在他是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的岸上人。”

渔民生活在湖上，船就是“家”。
今年 60 岁的杨俊如，已有 40 年的捕
鱼经验。“捕鱼工具越来越先进，经
济好了，买鱼的人也多了。运气好的

话，一天就能赚一两万块。”
如今，杨俊如住在县城一处居民

小区里，交通非常便利。买下这套 6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杨俊如用的是政
府发放的渔船拆迁款、3 万元购房补
贴和自家的积蓄。简单装修后，2020
年 12 月，杨俊如和妻子搬进了岸上
的新家。

对 杨 俊 如 的 新 家，亚 当 和 叶 烈
泽这样评价：上岸渔民有了新生活
的起点。

“中国人的辩证观很奇妙，我觉
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舍有得’
的思想很像，同时，我不难看出当地
政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决
心。”亚当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他的发

现与感悟。

苏州评弹视频博主：

小家变身录音棚  评弹视听新空间
苏州平江路，悠长、悠长的小巷，

嘈嘈切切的琵琶声若隐若现，在石
板街驻步倾听，又似有男女唱声呢
喃婉转。

“是评弹演出！”美国建筑师亚
当·布里尔哈特兴奋地招呼东南大学
城乡规划学专业博士留学生尼雅，“我
们进去吧，到中国到江苏，不能错过
苏州园林，更不能错过苏州评弹。”

亚 当 在 研 究 苏 州 传 统 建 筑 时 发
现，苏州园林的九曲回廊、精雕细
琢，与苏州评弹的情节和情绪有着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苏 州 评 弹 与 苏
州传统建筑，有着同样的美学韵律。
以苏式园林为代表的苏州传统建筑
盛极一时，亦催生了吴文化的创作
浪潮。”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
事潘讯介绍。

评弹文化空间已受保护更新，非
遗传承内涵如何坚守创新？网络平
台让传统艺术被看见。各视频平台
中，评弹 UP 主日益增多，“评弹小

刘”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亚当关注他，是因为发现其视频

背景多为温馨小家，小刘常和他太太
一起在家表演，还会发表俩人以及外
婆一起在家化妆、准备演出和表演的
视频。每条视频下，很多粉丝参与留
言互动，表达了对评弹小刘演出的赞
美，对苏州话、吴文化的兴趣。

亚当了解到，“评弹小刘”叫刘
佳盟，他的妻子叫高思静，二人是
评弹表演搭档。这对夫妻家住苏州
姑苏区三元一村。2020 年，小刘和
太太正式离开曲艺团，成为独立评
弹演员。截止到目前，刘佳盟在视
频平台的评弹作品播放量已累计超
过千万次。

如皋武定苑：

小区适老化改造，中国式颐养照护
长江边上的小城如皋，是

中国最长寿的地区之一，也是
有名的“世界长寿乡”。在这
座 长 住 人 口 120 多 万 的 县 级
市，80 岁以上老人 67000 多人。

如皋“养老服务型”小区武
定苑是长寿乡的缩影。9 月，美
国建筑师、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筑
学院教师亚当·布里尔哈特和东
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叶烈泽
来到附近的武定苑，探访小区适
老化改造和中国式养老方式。

家的故事
百姓生活
中国图景

2022 年 9 月， 美 国 建 筑 师、 如
今定居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设计
学院教师亚当·布里尔哈特（Adam 
Brillhart）和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留
学生组成的调研小组行走江苏大地，
从建筑设计的学术角度，观察十年
来江苏人“家”的变迁。

十 年 变 迁， 家 的 故 事。 在 南 京
小西湖，城市微更新“旧城改造”
与“民生改善”兼得，留住原住民
和百年烟火气，调研小组在许庆家
的枇杷树下理解家族情感记忆；在
宿迁沭阳县陇集镇墩前村，实验性
低成本改善农房，新农居成为乡村
振兴的牵引性力量，年轻人陆续返
乡，全民创业激发乡村活力；在淮
安洪泽湖畔，十年禁渔只为年年有
鱼，渔民上岸置家，转型创业，政
府推动生态治理和保障民生和谐共
生；在苏州，听吴侬软语，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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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福如和妻子张业兰的幸福生活。

武定苑位于如皋城区繁华地段，
2000 年左右兴建，小区内有不少老
年居民。年逾古稀的殷福如从小区
兴建后就住在这里。

十几年前，殷福如妻子张业兰突
发 结 缔 组 织 病， 整 日 全 身 疼 痛， 手
连筷子都拿不起来，早上起床帮妻
子 穿 衣、 梳 洗， 吃 饭 的 时 候 喂 妻 子

吃饭，殷福如突然觉得养老问题提
前而至。

9 月末的傍晚，如同往常一样，
殷伟丽下班后开始给父母煲汤，她
这次做的是银耳莲子羹，煮好后用
食盒拎到武定苑父母家，顺便把他
们第二天吃的菜也送过来。

“现在的武定苑让爸妈充满安全
感，他们不再担忧以后的养老问题，
不打算搬过来了。”殷伟丽告诉亚当。

亚当说，美国老年人青睐在大型
集中养老社区里“抱团养老”，建立
独立于子女的生活圈，大部分中国老
年人倾向于选择与子女保持“一碗汤
距离”的养老方式，老人不用离开熟
悉的环境，与子女的生活保持一定距
离，又便于子女照顾。中国人常说“家
有老人是宝”，老者是智慧和慈爱的
象征，“一碗汤距离”的中国式社区
颐养照护，其背后是对年长者的尊重
与反哺。

赋能小家庭，新生代评弹演员家变
直播间，创新传承非遗文化，亦可
享受温馨家庭生活；在南通如皋武
定苑，适老化改造重塑养老服务型
社区，两代人保持“一碗汤距离”，
中国式颐养照护兼顾平衡，世界长
寿之乡更显温情。

百姓生活，中国图景。“家”背
后的故事，正凸显了这十年来中国
“以人为本”“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发展理念在江苏的生动实践，也引
发海内外共鸣。家，是我们的起点、
原点和幸福所依，在美满的家中构
建美好生活，这是世界语言的心之
所向。

扫 描 海 报 ( 见上图） 里 的 二 维
码，集结礼物，不同语言，拼出你
的“家”！

 文  尤健  沈峥嵘   陈澄   朱娜  
钱盈盈  付岩岩  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