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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从改造一个家启航
■ 本报记者 吴越

最近，《梦想改造家》第五季收官。开播 5 年来，这档家装改造类节目受到了许多观众、网友的关注。

空间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岁月变迁，人们对空间需求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前，我们需要怎样的空间教育？专业设计
师如何通过设计的巧思，为人们带来更安全、更便捷的生活方式？

在上海城市更新的背景下，我们聚焦这档节目在“微空间”的改造试验，探讨居住空间与幸福生活的种种关联。

对 话

小空间里也能获得幸福感
记者：空间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个人

的居住空间相较于其他空间有什么特点？
陆晓文（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

究员）：人类的任何生存活动都是在一定
空间内发生的。 这个空间在某种意义上
是不可升的，无论是平面的、二维的、三
维的，空间就是这么一点，所以对空间的
设计和利用方式是很重要的。

人类生活空间有三个基本形式，分别
是私人生活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经济活
动空间。相对于其他两种空间，私人生活
空间具有私密性和不公开性，同时也具备
个性化与特殊性的特征。与此同时，住房
还有着其社会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
是我们私人空间外壳的展示。

记者：有人说，好的空间可以教育人。

这是否意味着空间设计和布局对人的行
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陆晓文：是的。空间为人提供实用功
能之外，还是一种可以容纳、分解、促进人
的行为的容器，它会潜在地影响和改变我
们的行为。人们对于不同功能的空间的使
用方式是不同的。比方说，居住空间要让
人有“回家”的感觉，人在这块私人领地里
是放松的，感到舒适、温馨。而在公共空
间，人要和不同的人群共处，对于良好的
环境、完善的无障碍设计、紧急疏散设施
和明确的通行导向有着更高的要求。因
此，合理的空间设计可以使人们理解并更
好地利用所在空间，避免不安、拥挤、资源
浪费等情况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人身处同一个
居住空间时，其行为和适应程度都存在

显著的差异。老人、幼儿和成人，各有自己
所处生理阶段的特点， 虽然住在一起，但
对空间的使用和感受肯定不同。要让不同
的年龄、性别、职业、兴趣的人在同一屋檐
下和谐相处，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空间设计师
的智慧。

记者：上海出品的家装改造类节目《梦
想改造家》 聚焦普通人家居住空间的蜕变，

近年来得到了很多关注，关注背后反映了大
家哪些普遍的需求？

陆晓文：其实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也有类
似的房屋改造节目。日本的住房结构和我们
相类似，他们也较早地把目光投向简陋房屋
的改造和设施更新上。在我们国家，随着时
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居住空间
的认识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上海人口多、人口增长速度
快， 所以住房面积紧张的问题一直存在，进
入 21世纪以后，这方面的情况才有所缓解。

上世纪 80年代，我参与一个项目调查组，调
查发现，那时最困难的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只
有 2 平方米，后来慢慢提高，一直到现在的
20平方米左右。整体来说，上海的居住空间
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变化。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房屋在设
计和建造的时候，对于居住者生活舒适程
度的考量是欠缺的。很多二级里弄、三级里
弄都没有煤卫设施，即使是上世纪 50 年代
造的公房， 也有很多厨房和卫生间几户合
用的情况。因为曾经的住房紧张问题，原先
一些用作商业用途的大楼变成了居住场
所，它的楼面布局也给居民造成了一定的
困扰。

这种情况延续到今天，这些居住空间的
结构和形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百姓的生活
需求。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自己独立
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梦想改造家》节目
针对老房子、小空间的改造，让空间布局和
家庭设施能够符合现代百姓家庭的人口结
构和生活方式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人们需
求的回应。另外，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
技发达程度让更多的家庭有能力去作出改
变，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

对于上海来说，很多历史建筑展现着城
市风貌和城市的文化积淀，不应该也不能完
全推倒重来。既要满足百姓需求，又要保存
城市历史风貌，同时进行外观和内在的居住
空间改变， 是这座城市当前面临的重要任
务。《梦想改造家》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是人
们所关心的。

记者 ：这档节目呈现了许多“变魔术”

般的改造，但在节目组回访时，有时会看
到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许多网友都表示可
惜。对于居住空间的蜕变，人们需要怎样的
认知？

陆晓文： 虽然是有公益性质的节目，但
一档电视节目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设计
师、建筑师用专业技能和素养为这些家庭的
生活开创了新的起点，但是未来的日子怎么
过，居住空间怎么维护，其实是需要每个家
庭自己去努力、对自己负责的。

现在，“设计改变生活”的理念已经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知道并且认可。了解自己家庭
的情况，尊重设计的力量，遵循基本的规则，

相信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小空间里获得幸福
生活。

老屋动了“大手术”

宋惠玲爱干净。每周一，她都会趁着难得
的休息时间，把梦花街 19 号的“新房子”从上
到下好好收拾一遍。擦灰，拖地，收纳衣物和杂
物，尽管一楼到三楼每层面积有限，但处处井
井有条。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洒进来，照在装饰
用的小物件上，显得屋内格外温馨。“阿拉上海
人都喜欢清清爽爽，房间弄干净了，人住得舒
服，心情也更好。”宋惠玲说。

不过，说是“新房子”，却不是指新近建造，

而是因为这间饱经岁月风霜的老屋在 3 年前
经历了一次新生。

过去的 20多年里，这个仅有 30多平方米
的空间里不光要满足宋惠玲父母、大姐和三妹
的儿子，一共 4 人的起居，每天早晨还要作为
“网红”梦花街馄饨铺的“小作坊”，做生意维持
一家人的生计。那时，老阿姨带着女儿们在黑
乎乎的客堂间包馄饨， 能坐的地方很有限，拿
东西都得侧身相让； 老先生煮馄饨在家门口，

头顶着塑料棚子弯着腰下锅。 由于房屋陈旧，

没有卫生设施，上厕所只能用痰盂。洗澡更是
要带上洗漱用品，走一段路，到二女儿家里洗，

生活极不方便。

直到 2015 年，梦花街 19 号成为《梦想改
造家》第二季改造项目，由设计师操刀，让老屋
焕发新生。 设计师史南桥根据宋家的情况，打
造了一个个空间“变形计”。他在一楼楼梯旁增
设了一个带淋浴的卫生间，并在里面“塞进”了
一台洗衣机和超薄型洗手台。这样，全家人上
厕所、洗澡、洗衣服都可以在自家解决，不用再
出门。卫生间的上方区域，也就是一楼到二楼
的中间位置，设计师考虑到老夫妻俩都已经 80

多岁，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夹层卧室，不便上
楼时可以直接在夹层休息。

原先的二楼、三楼放了床之后空间所剩无
几， 一天忙下来， 一家人都没法坐一起说说
话。但史南桥认为，客厅是维系家人感情的场
所，必不可少。因此，他在二楼放置了一些多
功能储藏凳， 通过转换与拼接， 可以变换成
床、沙发、茶几等，为聚拢家人提供条件。作为
卧室区域的三楼更是改造出一个双人床及两
个单人床，空间有所区隔，但又相互融合。所有
居住空间都安装了透明帘，既保护隐私，又可
透风。

老屋动了“大手术”，生意却做不成了。当
时，由于不符合规定，改造后的老屋不久便停
止了营业活动。但在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
力之下，2017年，这一碗“上海老味道”馄饨在
附近的中华路上有了专门的店铺，重新与食客
们见面。如今，生意归生意，居住归居住，在两
个空间往来工作、生活的宋家人觉得“开心，满
足”，珍惜着焕然一新的空间。

事实上， 像梦花街 19号这样的案例还有
很多。《梦想改造家》 五季以来深入全国各地，

向那些怀着家的梦想却又有着各自窘境的家
庭抛出“橄榄枝”，并向更多人传递着改善自身
居住空间的理念和方法。 节目总导演段红表
示，“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去买更大、更豪华的房
子，但是我们相信，通过设计智慧和专业技术
的运用，同样可以在老房子、小空间里过上高
品质生活。”

向老百姓的需求倾斜

为了儿子的遗愿，易解放和丈夫杨安泰用
了十几年时间走遍内蒙古各地，种植了一百多
万棵树木，撒下了两百多万颗种子。但当他们
决定回到上海的老房子安度晚年时却发现，总
面积只有 30平方米的老房子对于逐渐年迈的
他们来说， 有着许多不便———狭窄的楼道、陈
旧的房间、拥挤的环境……在《梦想改造家》第
二季，设计师谢蕙龄为这对夫妇打造了一套智
能养老房。

无障碍是养老房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首当
其冲的，是楼道的无障碍。过去老房子的楼梯
对老年人来说，走起来比较费劲，灯光暗的时
候还可能会滑倒。不过，由于楼梯是公用空间，

需要所有业主同意才能改造。好在邻居对设计
师的提议表示支持和理解，顺利促成了从一楼
到三楼的电梯的成功安装。此外，设计师在室
内错层之间则安装了液压电梯，让整个房间的
无障碍移动成为现实。为了安全起见，还安装
了木隔栏。

纵观五季《梦想改造家》，几乎所有设计师
都对有老人使用的楼梯特别关注。史南桥也是
如此。他介绍说，不管是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
居住空间，建筑法规里都有对楼梯设计明确的
规范，有些老房子里的楼梯坡度高达 75度，有
明显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楼梯边装上“止
滑”也非常重要。一般在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场
所的台阶上都能看到“止滑”，但其实家里若有
老人上上下下，也需要“止滑”的保障。“除了防
滑，‘止滑’也是一种警示标识，让人们落脚的

时候能分清不同的台阶，不至于踩错摔倒。”史
南桥说，“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楼梯安装感应
灯，不用像过去那样走楼梯要专门开灯、关灯。

楼梯感应照明会在人走动的时候清楚地照亮
踏到的地方，既保障安全又省心。”

给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浴室往往需要更
精心的设计，光照程度、通风程度，以及是否安
装防滑装置和紧急呼救设备都有讲究。有资料
显示，在美国，卫生间、浴室是老年人群摔倒的
高危地带，因此，设计师往往都不提倡老人使
用浴缸，而建议用淋浴方式。这一点在《梦想改
造家》的案例中也得以体现。在设计师为易解
放和老伴改造的浴室内外，两个防摔倒扶手的
安装格外引人注目。 其中一个在淋浴间内，另
一个折叠式扶手被设置在马桶对面的墙面，不

需要时可以折起来紧贴墙壁，减少空间占用。

细心的观众还可以发现，近几年，节目组改
造案例的选择有了一些变化， 从条件比较极端、

综艺性较强的“水塔之家”、“夹缝屋”，渐渐向更
有普遍意义和参考价值的老洋房、 老公房转变。

对此，段红的解释是，节目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对
家庭个性化的关爱不会改变， 但在案例选择上，

希望向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倾斜，见证
他们的安居梦。

“尤其是在上海老龄化程度非常高的当下，

引入一些智能化设施，对人们原有的房屋进行适
老改造， 给老年人更多安全保障和活动自由，节
目组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段红说，“很多观众
向我们反映，看了节目以后了解了卫生间干湿分
离的重要性， 这就是节目起到的教育和引导作

用。对于适老房的改造也是如此，希望人们看到
之后加强关注， 未来在自己家庭的设计改造中，

考虑 5年、10年甚至 20年以后老人身体发生变
化后的家居功能。”

为了人的居住尊严

30多平方米的 3层楼老房子，给每一层都装
一个卫生间，是不是浪费？在城隍庙方浜中路老
房改造项目进行时，有人曾这样质疑设计师史南
桥的想法。段红记得，当时的史南桥只说了一句
话：为了人的尊严。

曾经的上海，住房数量的增长跟不上人口数
量增长的速度，许多原本设计为一户家庭居住的

房子挤进来几户人家，“72家房客”成了上海里弄
生活的代表形态。那时，城市普遍住房条件不佳，

两代人挤一张大床、拉个帘子在房间用浴盆洗澡
的情况比比皆是。可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如果
今天仍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难免让一些居民
感到居住尊严的缺失。

保障人们在微小空间里的居住尊严，是史南
桥致力于用设计达成的目标。在方浜中路案例的
改造中，史南桥了解到，这家的爷爷曾经在上下楼
梯时发生了意外，于是，他更坚定了要在二楼为奶
奶设计一个独立卫生间的想法。经过一番考察，他
巧妙利用改造后的入门楼梯上方的位置， 为奶奶
造了一个“下沉式”卫生间，并配有马桶和淋浴设
备。为了不影响楼层采光，卫生间配备了一个顶盖
掀板，使用时就掀开进去，私密性也得到保证。

在史南桥看来， 在自己家里还要弯腰驼背、

躲躲闪闪的，对人的居住尊严也有影响。因此，他
重新布局了老房子楼上楼下共 9米多的空间，做
出了 8个层次。 每一个睡眠空间的顶都不高，但
是确保大人和小孩上床之前都不会再有低头的
麻烦动作。

节目播出以来，有不少观众都喜欢看设计师
们在节目挑战“不可能”，并且在他们成功之后大
呼过瘾。但在史南桥看来，设计不是为了“酷炫”。

“别人叫我‘空间魔法师’，但我不认为设计是走江
湖、变魔术。我们做设计，其实是贴近使用者的内
心，通过对空间的有效分割处理，让它达到更多功
能，去帮助使用者解决问题。”史南桥解释道。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节目组减
少“炫技”元素的做法表达了认可。他认为，以往
家装类节目形成的思维定式极易令观众产生审
美疲劳， 回归普通家庭更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从而产生更强的代入感，观众也能从中收获具有
实用价值的家装知识以供参考。

优质空间带来积极影响

上海外滩，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们欣赏完
浦江美景之后，常常还会沿着外滩纵横交错的街
道步行游览， 欣赏沿途别具一格的历史建筑。拥
有原汉弥尔登大楼、都城大楼和金城银行大楼的
江西中路，是外滩历史风貌区不可错过的一条历
史保护建筑“扎堆儿”的街。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矗立在这条路上、离
繁华的外滩和南京东路咫尺距离的江西中路 141

号大楼， 那里的居民一直期盼着居住条件的改
善。

作为黄浦区历史建筑群的一个缩影，那里的
民生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在上世纪 30年代，原本
是贸易公司的办公楼， 被改建成了 141号和 147

号的双子居住楼， 其中 141号居住着 30多户人
家。随着时间流逝，房子变老，居住体验也渐渐变
得五味杂陈。

有机更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改善民
生，是旧城改造的重中之重。在为 141 号的新生
奋斗的日子里，华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常
务副院长卓刚峰觉得自己就像个项目经理人。他
与院里的建筑、结构、机电相关专业负责人共同
组成了一支团队， 一次又一次地和节目组一起，

与居民、街道、物业公司、有关部门和相关专家进
行协商和讨论。后来，专家评审会上，与会专家们
给出了“安全第一、风貌保护、功能提升、合理利
用、改善民生”的二十字评语，改造也以此作为方
向。

不过，在历史建筑保护与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之间，艰难探索平衡与发展，对于节目组和设计
团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根据规
定，历史保护建筑要修旧如旧，尽量保存原貌，但
由于民生需要，楼里居民加盖了四层、五层，若再
用旧瓦，房屋整体结构负荷就成了问题。为此，设
计团队在五层结构保证风貌的前提下，通过谨慎
的计算对全部构件予以更换。他们特地使用旧瓦
与金属板作了铺设上的区分， 旧屋面用旧瓦，四
层和五层的屋面则用轻质屋面，既减轻了整体结
构的负荷，也实现了对风貌的保护和统一。

由于过去没有专门的厨房，居民都要占用公
共走廊烧菜，既不安全，又时不时会发生口角。为
了消除诸多隐患，设计团队通过定点抽户，将每层
的厨房都相对集中在同一个区域。同时，将居民的
燃气热水器、 灶具和油烟机等在公共厨房内集中
安装，并集中排布管道，彻底消除公共走廊的安全
隐患，提升居民使用的舒适感、增进邻里关系。

在和居民、街道、物业的沟通中，设计团队常
常会“妥协”，但对于楼内公共休憩空间的设置，

团队却始终坚持。五楼抽户之后，新增了一个开
放式的公共活动和伴读角供居民使用。为了提升
空间舒适度，设计师特别要求在顶面铺设了部分
半透明的聚碳酸酯阳光板，大大提高整个楼梯空
间的采光。而在原先人人都要“插一脚”堆放杂物
的一楼天井， 团队设计了一排 S形的公共座椅，

方便老人休息。

卓刚峰说：“上海人本来就善于‘螺蛳壳里做
道场’，我们认为，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环境的提
升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很有必要，优质的空间会给
人们带来积极的影响。”

视觉中国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