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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作为人类对抗自然的物质手段，历尽沧海桑田，到今天已引发出诸多的

用途，历史上的各种设计潮流与风格，都为今天的设计创作提供了参照，在学习

前人、同行的设计思想与设计手法时，经常引起我对设计“本真”的深深思考，

无论作为工作手段或者思想方法，设计观因人而异，我从学习建筑设计到从事建

筑设计，再从建筑设计理论研究到城市社区规划设计与研究，大约经过不长不短

的十四个年头，有一些体会总结出来，请同行、专家们斧正。 

 

1、源与流 

建筑与茶杯一样，都是物质产品，其首先应被关怀的是“适用”，而“适用”

的优劣评判在于体验，一个外观美妙绝伦，但杯底有漏洞的杯子无论如何不能引

起人们使用它的欲望，对于建筑也一样，不管外观如何翻新，其内部空间的使用

效率决定了使用者是否愿意入住。这个事实就是“器”与“用”的关系，前者是

源，后者是流，如何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设计者的责任。 

 

2、永恒与变化 

“人的行为”规律导致了建筑空间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公共厕所、公共图

书馆或者城市社区，最终考虑的是“人的行为”模式，这个理性思维的原则是个

永恒的主题，而空间的形式、建筑的材质、色彩则完全是由这个永恒的主题派生

的，它们的千变万化无法脱离“人的行为”模式，而不能由设计师强加，因此，

设计者应深入生活，了解并熟悉各种行为模式，从而推导出相应的空间模式。 

 

3、实践与研究 

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设计过程中经验十分重要，由于设计中所涉及

的知识门类很广泛，因此必须不断地学习，对前人、同行的设计作品、设计思想

进行体验、分析与研究，从中体会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功夫在诗外”，这个规

律对于设计行业来说，也同样适用，只有这样，才能在设计实践中，不断地磨炼

各项设计技能，把学到的知识及时应用到设计中，并有针对性地在设计项目中解

决某些重点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总之，研究与实践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

必须能够解决实际设计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以这样一种诚实的态度做设计，才

能使设计回到“本真”状态。 

以下介绍我的三项设计竞赛作品，来反映我的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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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之旅①——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组合模式 

   公共图书馆的空间组合模式主要有“人文”、“绿色”、“科技”三个标准，

可演化为“和谐”、“适用”、“高技术”与“智能化”、“环保”与“节能”

六个概念；一个大型的公共图书馆，其空间组合模式主要包括三大系统：一是功

能系统，二是交通流线系统，三是绿化系统，从室内到室外，综合而成。下以南

京图书馆设计竞赛的第二轮方案为例，来说明公共图书馆空间组合模式的构成。 

------------功能系统 

   建筑场地前留有一定的疏散空间，南、北、西侧用地均有馆前广场，东侧

建筑单体底层架空处理，与市民广场遥相呼应；整个单体与用地的关系是南高北

低，西高东低，图书馆主业空间分布在西侧，东侧从裙房底层到主体依次为读者

服务区，工作人员办公区以及藏书区。底层空间基本设置为读者服务区，并且有

残疾人专用坡道，直接通向电梯口。 

   环绕建筑场地的是绿化带、喷泉、水池与休息区，并且在用地的西北角与

西南角设置了两处室外停车场地。 

   ---------交通流线系统 

   由于本案的用地四面临街，图书馆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建筑，场地对四个

主要街道都设有读者入口，其中东西出入口是主要出入口，另设有机动车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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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读者从底层读者服务区进入，然后通过楼梯进入大厅、阅览区，另外大量

读者通过室外大阶梯，直接进入大厅，阅览区；工作人员从建筑主体的南面进入，

有专用楼梯、电梯送至各层，书籍的运输流线通过工作人员入口，有货梯运至采

编中心。 

   ---------绿化系统 

   绿化系统是本方案的一个特色，它包括馆前绿化带、绿化休息区、沿街绿

化带和屋顶花园，该系统浑然一体，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宜人的室外绿色环境，还

创造了良好的屋面隔热、保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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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住式青年公寓社区——一种理想化的城市社区空间组合模式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居住模式，该设想第一次用于由 UIA 举办的德国

Berlin-Mitte 内城 Heidestrasse 区的城市设计竞赛中②，这个城市社区空间组合

模式认为：青年人是世界的希望，是国际城市发展的生力军，随着国际合作的进

一步加强，城市中青年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作为国际性都市，考虑青年人的就

业与住房是 Berlin 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本案的城市地段，要使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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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必须使其具有居住、就业等综合的功能，租住式青年公寓可以作为居住导

向，带动地区的发展，该公寓可以由 Berlin 市政府投资管理，对来自全国乃至全

世界的青年提供居住地，社区对外交通主要依靠公共交通来联系，社区内部联系

主要依靠步行与自行车，社区内还提供各种日常的公共服务设施，散布于社区内

部，有公共食堂、小型超市，酒吧等。在方案中，整个地段被分为七个区块，其

中六个区块是以居住为主的租住式公寓与服务设施，第七个区块内设置一个商务

办公大楼，专门为年青人提供 SOHO 的办公、公寓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可以为

年青人提供创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租住式青年公寓的空间模式可以带来五个优势： 

1、流动性：由于是租住的形式，它可以不断地更新居住者，源源不断地接

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人。 

2、节省不可再生资源：鼓励使用公交系统，使用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减少

浪费，节约资源。 

3、提供就业机会：社区内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可以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就业

机会。 

4、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使青年人在社区内能够相互交流，由于居住在同

一社区，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可行。 

5、恢复地区活力：由于青年人的活力，可以使该地区得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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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净化器③——城市公共厕所的空间组合模式 

 

曾经两次用这个概念来设计城市公共厕所，城市公厕所担任的基本功能是

净化城市卫生，方便城市居民与游客。尽管我在两次竞赛的三个方案中针对不同

的城市地段作了不同的空间与造型处理，但其中的设计理念与空间模式是一致的。 

 都市净化器的设计理念包括两类标准，六个概念，首先是人文标准，它包括

“方便”、“舒适”、“美观”三个概念，然后是技术标准，它包括“环保”、

“科学”、“生态”三个概念。城市净化器的空间组合模式有两类：即单厕位广

谱型和多厕位综合型两种。 

——单厕位广谱型 

   只有一个厕位，但可以服务各类人士，厕内设施全面，可以按照使用要求，

进行转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多厕位综合型 

一般有男女分厕，多厕位至少有男、女盥洗室、管理员室、设备管理室，有

条件可增设休息厅、吸烟室、化妆室。 

注释： 
① 这是用于 2001 年 5 月-----10 月由南京图书馆举办的国际方案设计竞赛中的设计概念，该方案获得第二轮入围奖（34

个参选方案，7 名第二轮入围）。南京图书馆是大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设计建筑面积为 86600m2，藏书 1200 万册），

竞赛的地段位于南京市长江路与太平北路交叉口，四面临街，占地 2.5 公顷，与原国民政府总统府南北相望。该设计进行

了两轮方案竞选，第一轮是概念方案设计，第二轮是初步设计，第二轮设计中对原地段的规划设计要点进行了修正，并提

出了详细的设计任务书，随着任务书与设计要点的修改，第二轮建筑方案作了较大的调整，减少了建筑覆盖率，使建筑的

体量相对集中，并加强了与东侧广场的联系。    

② 2002年 3 月-----4 月国际建协（UIA）在柏林举办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该方案第二轮入围（共 544 个参选方案，5 个

中国方案进入第二轮）。该竞赛地段在战前是一个铁路货运交通枢纽，二战后被废弃，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

态，东西德统一后，Berlin 城市政府有意向改造这一地段，希望恢复这一地区的活力，并能提出一种空间组合模式来解决

城市改造问题。 

③ “都市净化器”的这个设计概念用于两个城市公厕设计竞赛，在 2001年 11 月桂林市国际环保月“国际大学生城市公

厕”设计竞赛，本人的方案获得了佳作奖，在 2002 年 9 月由南京市市政公用局举办的城市公厕设计竞赛，本人的两个方

案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