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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2_80_9C20

07_E5_85_A8_c57_612647.htm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崔彤建筑师

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设计在建筑的公共性和文化性方面进行

了有宜的探索。其公共性表现在对所处城市空间的呼应关系

，对入口前庭的开放性处理，以及大台阶和柱廊所形成的公

共性尺度。其文化性则表现在对建筑文化殿堂式的歌颂，对

材料永恒性的定位以及对屋顶檐口文化性的隐喻。除此之外

，在建筑空间的有力控制，在建筑细部上的技术性把握，也

都体现出设计者的成熟和潜质。 “北京复兴路乙591号改造工

程” 很难想象这个建筑改造前后的反差之大，由此可见设计

者在平庸结构空间中追寻可能的艺术性的决心之大。这决不

是一般装饰性的改头换面，而是尝试一种建立在系统性基础

上的逻辑解析。由此引发出确定和不确定的空间情感，使在

其中游走的体验令人着迷。作为空间设计必然显示出的外在

表达，也在平面系统中寻求三维或四维相度的材料变异，给

建筑赋予全新的视觉经验。另外，建筑语汇带来的设计方法

的挑战以及全过程参予的建构实验，都使建筑师李兴钢展示

出其执着创新的立场。中国电影博物馆电影艺术的魅力笼罩

在中国电影博物馆这座巨大的“黑盒子”之中，尽管表象上

充斥着视觉艺术的表现手法，但实际上所有肢解的片段、冲

突的空间、变化的层次以及其间梦幻般的光影均被严谨的空

间逻辑关系控制着。内部巨大的圆厅由坡道环绕，膜布覆盖

的发光侧壁，释放出变幻的色彩，赋予戏剧性的表现力。伴

随在参观流线上位于各展厅之间的序列空间丰富多彩，为不



同展示内容之间的交叉和立体联系提供了可能性，公众可以

自由选择参观路径和次序。国家电力调度指挥中心完美的形

式设计表现出建筑师高超的艺术造诣，精湛的工艺反映出建

筑师对技术和材料的热中，理性的功能布局和室内空间的处

理体现着对业主的尊重。整个建筑随立于北京长安街南侧，

但处于阴影下的北立面却显得异常的丰富和精致，诠释着典

雅的当代建筑风格，并与北京传统城市融合在一起。系统化

的设计方法是建筑达到如此完美的手段，从室外到室内协调

一致的控制体系，使得建筑的每一个元素得到反复推敲的机

会，形成高完成度的设计作品，促进了中国建筑品质的迅速

提高。国家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改扩建工程18000座席的奥体

中心始建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11届亚洲运动会的重要比

赛场馆。为承办本次奥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决定将此馆改造

成40000座席的甲级综合性体育场，建筑师将面临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在充分研究原有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建筑师采用型

钢与拉索组合结构，大大减轻结构自身重量，充分满足了改

扩建的要求，同时也使老建筑获得新的表现形式。以高技术

构件为特色的现代风格与场内良好的观众视线、多功能的内

部空间完美结合，成为奥运会改造项目的典范。台湾9.21地震

教育园区1999年9月21日在台湾发生的7.3级地震，造成了生命

财产的重大损失，为了普及地震科学知识，保存对地震的共

同记忆，提高防震救灾的意识，2004年在台中县雾峰乡由大

函设计顾问公司的邱文杰先生和庄学能事务所共同完成了自

然科学博物馆9.21地震教育园区，设计者利用现场地层错动，

倒塌校舍和河床隆起等典型地貌，“用建筑的针，隐藏于大

地的线，将此地震裂缝缝合”，弧形的展馆，刚性结构的钢



筋砼板与柔性结构的钢索和薄膜交织成富有视觉特色的空间

结构，把室内、半室外和室外整合成有机排列的空间，既保

存了强烈的地震瞬间，同时用富有纪念性的现代手法，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作者在艺术、真实、单纯、教育、创意等方

面取得了为业界肯定的成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

院该项目以其简洁的外形静静的隅于校园一角，而斜向扭转

的建筑和穿插布置的水池，则突破方形网格的束缚，活化出

外拙内透的空间形态，于平淡中出神奇。设计者在营造院落

空间的层面上做了创造性的尝试，院中主体建筑首层架空，

近千平米的人工水体贯穿其下，既沟通了南北庭院，也为整

座建筑带来了灵动与生机。建筑主题墙面采用素混凝土饰面

和灰砖。在造价极为紧张的条件下，建筑师和施工人员密切

配合，“发明”了在加骨料的抹灰面上先用电锯进行纵向切

割再割再辅以人工凿毛的施工工艺，在极低的预算内实现了

很好的效果，出色的配合了建筑物的性格。整组建筑语言质

朴简约，强化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及当代审美与传统意

境的融汇，近而传递出该学院应有的文学艺术气质及建筑物

主人超然的职业素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学中心（一期

）创造高效便捷的医疗功能路线和人性化的生态型就医环境

是贯穿本设计始终的创新点。在“急诊手术病房”间建立起

的绿色通道、医患分流、洁污分区，为患者提供了一个现代

化的就医环境。为适应紧张用地的现状，本设计利用各层双

三角形的病房护理单元，将中心护理站医护人员到周边病房

的工作路线缩至最短。病房区外围每三层构置一个共享空间

，成为可呼吸的立体空中花园，为住院病人提供了半室外的

活动理疗区，这不仅创造出既隔绝城市干道噪声又适应北方



气候特点的全新生态空间，同时也为城市提供了一座新颖通

透的现代化医院新形象。广州万科#8226.蓝山是一个建筑覆盖

率较高的现代居住小区。建筑师在有限的用地中小心规整和

精确地布置着每一幢单体，使每幢单体之间似乎达到一种空

间张力上的微妙平衡，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少。建筑师在

统一风格的前提下，同时又追求单体建筑的差异性设计。统

览全局，建筑高低错落，进退有序，从而形成一种尺度宜人

，层次丰富的居住环境。在色彩运用方面，建筑在大片白色

的映衬下，建筑师大胆点缀出一些亮丽的色块来活跃小居的

居家氛围，同时也显现出亚热带建筑风格之特色。尽管该项

目设计不是以原创为主题，但从建筑设计表达与素养方面看

，万科蓝山亦堪称建筑精品。深圳万科&#8226.第五园深圳万

科第五园是近几年中国住宅设计在建筑风格上表现“中国风

”的重要力作。建筑师运用娴熟的设计手法将现代建筑与中

国传统的徽派建筑语言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典雅、

清晰、细致的建筑风格，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与感觉。

从山区规划的总体布局上看，其大部分排屋都布置得井然有

序，以此实现规划布局有效性的最大化，但建筑师在小区入

口有限的范围内对部分单体略作错动或改向，使规整的空间

布局顿时变得生动而富有诗意，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万科第

五园的落成，是中国建筑师开始追求原创的重要标志，虽然

该设计还存在局部过渡重复所带来的单调感，但从总体上讲

，该项目不失为我国住宅设计的经典作品。返回 “2007全球

华人青年建筑师奖”颁奖典礼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