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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木垒叠建筑・
生斗学舍的设计、
施工过程研究及
其建筑保全方法

在日本建筑的后现代转向时期，各种建筑理念纷纷涌现。
枕木建筑生斗学舍（1976-1980）因获得 1981 年度日
本建筑学会奖而进入了日本建筑界的视野。
在远离都市的海岛三宅岛上，现代的设计手法与传统的
木造技术相互交汇，并借由非专业建筑者们艰苦卓绝的
集体施工，生斗学舍极具特色的枕木垒叠的独特结构体
系得以确立。

该建筑展现出了极具特色的建造方式与表现风格，更因
其在工法的摸索过程中涉及了木匠首领（棟梁）的介入
与指导而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被认为是日
本近现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作品。然而竣工后的 40 余年
间始终未有系统性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对生斗学舍从设计到施工的实现过程进行解明，
并探讨建筑保全的可能性，提出相应的策略。



生斗学舍大厅（2023 年 6 月）



生斗学舍玄关（2023 年 6 月）



生斗学舍阁楼（2023 年 6 月）



历史背景

自力建造建筑
自力建造（self-build），即业主亲自建造建筑的活动，
在各个地域各个时代均不少见。其中，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后的日本，出现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自建建筑
作品。这些建筑灵活地利用二手价廉的建筑材料或者非
专门的材料作为建材，展现除了独特多样的建筑构法。
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同时可被视为对当
时日本现代建筑生产的高度工业化与分工体系化趋势的
批判性回应。

失败者的复活战
1970 年代后，日本的学生改革运动日渐式微。数名夜
间学校运动与全共斗的参加者们自称为“失败者”，受
到自力更生思想的影响，计划亲手建造一所学校，以自
主构筑生存、学习的空间。
学校选址在三宅岛，那里在古代曾是罪犯的流放地。建
材则选定为 5000 根废弃枕木，它们经过风吹日晒和粪
尿淋洒，扭曲变形，坚硬沉重，其中的木材防腐剂散发
着经年不去的臭气。枕木每根重达50-70kg，难以加工，
加之长时间的集中劳动，建造过程成为了字面意义上的
挣扎苦斗。
竣工之后，该建筑被命名为“生闘学舎・자립”，意为
“生存、斗争、学习”以及“自立”。其后，建设者们
整理出版了记录建设经纬的《败者复活战：生闘学舎・
자립建设记录》（1982 年，修罗书房）。

废弃枕木的再利用
随着近代初期铁路网的扩张，大量的木制枕木的被使用
与替换，因而在世界各地均出现了回收废弃枕木再利用
于建筑的事例。与诸多的枕木小屋相比较，生斗学舍的
独特性不仅在于其枕木使用规模之庞大、构法加工之严
密精准，更是在于在其建设过程中，因枕木加工法而结
成了以施工为中心的共同体。这一点使其在枕木建筑中
独树一帜。

1970 年代的东京 [1]

生斗学舍的建设现场 [2]

废弃的铁路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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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设计阶段的形态构想过
程及社会性依据解读

针对建筑设计者高须贺晋所绘设计图纸，进行了收集、
整理与解读，分析了设计阶段（1975-1976）的建筑
形态构想过程及其社会性依据。该建筑的设计方针可归
纳为以下两点。

室外支撑墙的设置与建筑法规的关系
生斗学舍的形态特征之一是突出于室外、在立面投下
深深阴影的支撑墙。其突出的长度并不寻常。其中的设
计理由实际上与当时日本施行的建筑基准法及施行令有
关。
此推论的线索来源于记有墙壁长度计算公式的图纸，以
及官方存档的建筑登记证明文件。当年，垒叠式木构法
建筑尚未建立技术标准。为此，建筑师套用了当时已经
存在的交叉斜撑墙木结构建筑的强度判定标准，以之计
算并设计了墙壁的长度，以此通过了建筑许可审批。

基于枕木规格尺寸的模数体系
枕木的规格位长 210cm× 宽 20cm× 高 14cm。生斗
学舍基于枕木的规格构建了完整的模数体系。从整体的
平面与剖面规划，到门窗、梁柱等局部尺寸，再到枕木
构件的长度、榫卯节点的位置，均是严格遵循该模数进
行设计的。
此外，屋顶坡度的设计也与枕木的高度相关。建筑师通
过将建筑的进深轴线跨度设定为单根枕木高度的整数
倍，即通过将轴间距 WW 设定为13 根枕木垒叠的高
度182cm（13 根×14cm），实现了整比例的矩勾配（45
度）屋顶形式。
此外，通过对比分析实测与图纸的异同之处可知，在施
工阶段尽管枕木工法有所调整，上述模数设计仍然得到
了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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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枕木模数的搭建逻辑

基于生活栋图纸的平面关系 [3]

基于生活栋图纸的剖面关系 [3]



实地：施工阶段的设计变更及
工法调整对比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诸多设计变更，这些变更涉及到了
建筑意匠、结构特性及加工方式等多个方面。尤为重要
的是，在工匠首领的指导下，施工过程引入了传统的木
构技术。其中，对于枕木加工工法的调整对建筑整体质
量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具体而言，在于额外实施了
削平工法以及改善了仕口（榫卯）。

削平工法
通过削平扭曲变形的枕木的上下表面，枕木构件得以稳
定地垒叠，构建间的缝隙也缩小了。不过同时，由于枕
木高度的削减，导致原设计的门垛及梁的高度不足，为
此，施工时对这些位置的枕木配置进行了调整。
仕口构造的调整
由设计阶段的相欠接合（相欠き）调整为渡榫接合（渡
りアゴ），增强了接合处的稳定性。同时在仕口位置的
枕木侧面留出了加工余量（逃げ），以消解尺寸误差，
进而确保了接合的紧密以及墙面外观的美观。

两图展示了有无实施削平工法及仕口改善的外观对比。
这些改进显著增强了生斗学舍结构的稳定性，同时提高
了部件接合的精度和墙面外观的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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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记录中的渡榫接合

日本长野的枕木小屋的墙面 [4]

生斗学舍的墙面

设计时预想的相欠接合

调研发现了加工余量的存在



掌握枕木的扭曲状况

制作仕口

通过实物匹配现场确定仕口高度 实物模型整体

紧密接合的仕口的状态预拼装

制作：等比例实物模型再现局
部墙体并验证加工手法

使用废弃枕木制作了等比例实物模型，以此再现了部分
生斗学舍局部的墙体结构。目的是在掌握并验证生斗学
舍中的枕木加工手法的同时，通过对该实物模型进行工
学实验，分析局部模型的结构特性，进而评估施工效果。
制作过程得到了生斗学舍现任管理人、日本木工家具名
匠户泽忠藏的加工指导。
枕木部件共制作 19 个，垒叠共 10 层。在实物模型的
制作过程中，主要的加工步骤均遵循了当时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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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静态水平加力实验掌握
结构特性评估施工效果

等比例实物模型的静态水平加力实验通过大型二轴构造
物评价装置进行。该实验在早稻田大学建筑材料和结构
方向的山田宫土理、舆石直幸、早部安弘教授的指导下
进行。
实验方法为，给实物模型分别施加 9kN、60kN、
100kN 的竖向荷载，在每个竖向荷载阶段进行多次水
平加力。水平加力向正 ( 推 ) 负（推拉）两个方向交替
进行，达到提前设定的多个层间变形角（1/600rad - 
1/15rad）为止。在实验过程中记录荷重与模型变形的
关系、各段枕木部件的位移情况。在实验后，观察各个
部件的受损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试验体表现出了优异的耐力，并且在反
复施加荷载的情况下，未出现其他木结构试验体常见的
耐力下降现象。此外，研究预测，在地震发生时，该结
构可能在发生剪切破坏之前，会先经历摇摆（rocking）
效应。本实验的结果不仅对生斗学舍的建筑保全方案提
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因类似原木垒叠结构的耐力实
验的稀缺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相关认知也具有
重要意义。

荷重 - 变形关系加力装置概要

竖向荷载 100kN，层间变形角1/15rad，负方向

实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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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生斗学舍的保存与维持
方针提案

关于生斗学舍的建筑保全问题，从保护理念及实体的保
护两个方面出发，并分别提出了建议。

保存维护理念
对照现有的建筑遗产保护制度（世界遗产、日本文化财），
生斗学舍符合其价值判定基准。然而在实际的认定和后
续支持方面，现有制度难以保障长期的维护与修复。并
且，此情况也可能出现于多个日本现代自力建筑作品上，
如乌鸦城、Poulailler、开拓者之家。据此提出以下策略。

-  建立多元化的遗产保护体系
构建多元化的遗产观念，推动包括生斗学舍在内的、
现有保护制度非典型对象的自力建造建筑作品纳入保
护框架，建立新类别的保护机制。

-  确保可持续且自主的维护体系
在充分利用现有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动态运营模
式，通过活用与再生等活动进行自主资金筹措，以实
现自主且可持续的维护与修复活动。

-  依托地方力量推动保护
重新缔结与三宅村的联系，结合地方振兴政策，推动
区域性保护活动，进而通过提升社会认知度，促使现
有文化财保护制度对该建筑遗产给予关注与支持。

实体保全方法
生斗学舍的主体结构稳固，不过各处均出现了裂化。特
别是屋顶发生了漏雨，因此现任管理人将屋顶更新提上
日程，现阶段已拆除了旧屋顶。结合该建筑的现状以及
前述的研究成果，分建筑部位提出以下建议。

-  铁筋混凝土基础
定期进行抗震性能检测，并实施针对老化及破损的检
查与加固措施。

-  枕木墙体
根据实物模型加力实验的结果，修复时可以考虑解体
修复及部件更换。同时，为抑制剧烈地震时的摇摆现
象，可以考虑对枕木堆叠较少的部位（梁桁、阁楼）
采用贯穿螺栓固定。

-  屋顶结构
为了可以长久地实现维护修复，今后不应拘泥于原有
的高难度屋顶铺设方式，而应探索可持续的屋面系统。
此外，在屋顶拆除后，出现了阁楼处部件浮起的现象。
加力实验结果表明，竖向荷载增加时，水平荷载也相
应增加。因此，适当保持一定的屋顶重量而非一味减
轻，有助于提升整体结构的稳定性。

石山修武《开拓者之家》（開拓者の家）[5]

1974-1986 ，使用波纹钢板

鲸井勇《Poulailler》（プーライエ）[1]

1972-1973，建材收集自美军基地、古仓库和农舍

山根锐《乌鸦城》（カラス城）[1]

1970-1972，使用了废弃的铁桶作为混凝土模板

（第４章）



结论：生斗学舍的历史特质

生斗学舍的实现，是在对现代化的反思背景下，由木匠首
领的技术指导、非建筑专业人员的集体劳动相结合完成
的。这种协同建造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日本
古代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建筑生产方式的暂时回归。建筑
师在设计时，采用了垒叠枕木的简单重复性工法，为这种
生产方式的回归做出了准备；而若无木匠首领的指导，生
斗学舍无法达到其独特的高质量。研究最终得出结论，
生斗学舍将在层叠交错的历史要素中孕育了普遍性，这
正是其历史意义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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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斗学舍建设现场照片 [2]



生斗学舍屋顶解体工程现场，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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