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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ed design．but also carry out humanistic idea at all aspects of the library building．including selection of library site，indoor arrangement． 

environmentM layout．This is a new of building design of moder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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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 是 一个 以 知识经 济 为主 导 的信息 化社 

会 ，新 世 纪 的 图 书 馆 建 筑 应适 应 时 代 的变 革 ，在 继 承 

前 人经验 的基 础上 ，弘 扬现 代设 计 思想 ，结 合实 际 ， 

充 分 体 现 对 人 性 的尊 重 和 关 爱 ，把 人 本 思 想 贯 穿 于 

图 书 馆 建 筑 设 计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 

一

、我国古代藏书楼的文化特征 

古 代 图 书 馆 称 之 为 阁 、观 、院 等 ，是 以藏 书 为 主 ， 

建筑多为封 闭式 的藏书楼 。“天人合一 ”的思 想追 求 

是 人 文 精 神 在 古 代 藏 书 楼 建 筑 中 的 最 完 美 体 现 。 我 

国 古代 藏 书 楼 在 选 址 和 环 境 营 造 方 面 ，十 分 注 意 自 

然 景 色 的优 美 ，也 重 视 历 史 古 迹 等人 文 因素 ，更 强 调 

人 与 自然 环 境 的 协 调 统 一 。建 筑 大 多 依 山 傍 水 或 选 

址 在 具 有 某 种 文 化 象 征 意 义 的 地 点 。为 营 造 文 化 气 

息 ，建筑 区 内廊亭通 幽 ，迂 回曲折 ，小桥流水 ，绿树成 

荫 。房 屋 雕 梁 画 柱 ，门 窗 精 耕 细 作 ，灵 秀 活 现 ，每 一 

局部都 隐藏 着深刻 的含义 ，催人 上进 ，教化 人生。楼 

阁 内大 量 的 画 、匾 、联 ，字 迹 嫡 秀 、寓 意 深 远 。 书 院 一 

切 环 境 也 就 满 足 了 “静 心 ”、“悦 情 ”、“深 源 ”、“妙 用 ” 

天 人 合 一 的 境 界 。 

二、现代图书馆建筑的人文关怀 

在 现 代 图 书 馆 建 筑 中 体 现 人 文 关 怀 思 想 就 要 要 

求 图 书馆 从 选 址 造 型 、结 构 设 计 、平 面 布 局 、内外 环 

境 上 ，努 力 营 造 一 种 以人 为 本 的 主 题 思 想 ，让 读 者 去 

品位 、去 感 受 建 筑 ；让 建 筑 与 读 者 之 间 产 生 亲 和 力 ； 

让 读 者 在 欣 赏 一 座 座 别 具 特 色 、风 格 各 异 的 建 筑 奇 

葩 的 同 时 领 略 其 中蕴 藏 的 人 文 内涵 并 感 受具 备 人 文 

关 怀 的 图 书 馆 建 筑 文 化 。 

1．选 址 合 适 楼 层 适 中 

选 择 合 适 的 馆 址 是 建 筑 一 座 图 书 馆 良好 的 开 

端 ，如 前 所 述 ，古 代 由 于 深 受 儒 家 思 想 的 影 响 ，藏 书 

楼在选 址上普遍 注重 “天人合 一 ”的环 境 观念 ，而 现 

代受政治 、经济 、自然 、地理 、人文 等诸多客 观因素 的 

影 响 ，往 往 需 要 顾 虑 很 多 问 题 ，诸 如 拆 迁 费 用 ，工 程 

难 度 、扩 展 余 地 、城 市 发 展 规 划 和 读 者 群 的距 离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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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建筑中体现人文思想 

国 家 建设 部 1999年 新 颁 布 的 《图 书 馆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J GJ38—99专 门将 原 部 标 准 《图 书 馆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JGJ38—87“基 础 和 总 平 面 ”一 章 改 为 “选 址 和 

总 平 面 ”，并 将 选 址 单 独 列 为 一 节 ，其 中 特 别 强 调 选 

址 要 充 分 考 虑 交 通 方 便 ，环 境 安 静 ，符 合 安 全 和 环 境 

保 护 标 准 等 等 ，可 见 《图 书 馆 建 筑 规 范 》已 经 初 步 体 

现 了人 文 关 怀 的 思 想 。 以 高 校 为 例 ，高 校 图 书 馆 是 

为 全 体 师 生 员 工 服 务 的 公 共 场 所 ，应 选 择 在 绝 大 多 

数 师 生 员 工 方 便 易 到 的 地 方 ，如 由 上 海 同 济 城 市 规 

划 设 计 研 究 院 设 计 规 划 的 安 阳师 范 学 院新 校 区 图 书 

馆 ，馆 址 选 择 在 校 园 教 学 区 和生 活 区 之 间 ，师 生 来 往 

的 中心 地 带 ，是 学 生 三 点 一 线 必 经 之 地 ，极 其 方 便 读 

者 利 用 图 书 馆 ，同 时 远 离 市 政 道 路 ，相 对 安 静 ，充 分 

体 现 了 “服 务 第 一 ”、“读 者 至 上 ”的 办 馆 思 想 。 

由 于 我 国现 阶 段 经 济 条 件 的 限 制 ，图 书 馆 内不 

可 能 安 置 足 够 的 电梯 来解 决 疏 导 短 时 间 内 集 中大 人 

流 的 垂 直 交通 问 题 。 如 果 楼 层 过 多 ，将 给 读 者 带 来 

诸 多 不 便 ，于 是 有 人 提 出 ，图 书 馆 建 筑 高 度 一 般 在 4 

— 5层 为 宜 。 据 有 关 资 料 表 明 ，美 国 、德 国 、日本 等 

发 达 国 家 大 学 的 图 书 馆 大 多 为 4—5层 ，只 有 少 数 大 

学 出 于 用 地 困 难 考 虑 ，才 建 成 10层 左 右 。 但 其 较 高 

的 楼 层 往 往 用 于 教 师 阅览 室 ，专题 研 究 室 、或 与 图 书 

馆 业 务 无 紧 密 关 系 的 部 门。 

2．室 内 布 局 更 具 人 性 化 

现 代 图书馆 的室 内设 计应 符合人 性 的需求 ，图 

书 馆 的 室 内设 计 空 间 ，首 先 是 人 的 生 存 空 间 ，其 次 才 

是 人 的 阅 读 空 间 。 因 此 室 内设 施 要 注 重 美 观 耐 用 ， 

符 合 人 体 基本 尺 度 ，设 施 位 置 的 摆 放 不 能 影 响 读 者 

的 阅读 视 线 。 

具 体 设 计 ，对 读 者 的 心理 因 素 要 多 加 考 虑 ，对 于 

人 来 说 ，环 境 功 能 作 用 的 优 势 ，直 接 影 响 着 空 间 其 他 

功 能 的 完 全 实 现 。 良好 的 环 境 ，既 能 从 视 觉 、听 觉 、 

触 觉 、嗅 觉 等方 面 满 足 读 者 的 生 理 需 求 ，又 满 足 了 读 

者 的 心 理 需 求 ，从 而 产 生 轻 松 ，愉 快 的 心 理 效 应 ，促 

进 良好 的 学 习 、阅读 效 果 ；不 良的读 书 环 境 容 易 使 读 

者 肌 体 失 去 平 衡 ，产 生 烦 躁 、紧 张 、压 抑 情 绪 ，影 响 学 

习 、思 维 、记 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设 备 再 好 ，功 能 再 多 

也 无 济 于事 。 

根 据 经 验 ，3．1米 以 上 的 室 内 净 高 和 普 通 的 大 

空 间设 计 不 会 造 成 闭 塞 压 抑 感 。 在 色 彩 上 ，各 种 墙 

面 、地 面 顶 棚 的 色 彩 处 理 原 则 是 必 须 给 读 者 造 成 一 

个 能 集 中注 意 力 ，减 少疲 劳 ，感 觉 舒 适 、轻 松 、安 静 的 

效 果 。 各 功 能 区 域 在 色 彩 上 还 可 以作 适 当 的 变 化 。 

听觉 环 境 的处 理 上 。 地 面 的 设 计 是 最 难 的 ，既 要 解 

决 噪 声 问题 ，又 必 须 有 经 济 上 的 考 虑 。 采 用 地 板 胶 

是 一 种 最好 选 择 ，国外 图 书馆 有 较 多 的 采 用 ，国 内 图 

书 馆 也 正 在 推广 ，它 回 避 了 优 质 木 质 地 板 的 昂 贵 价 

格 问 题 和石 材 地 板 声 音 响 ，视 觉 缺 乏 亲 和 力 的 缺 陷 。 

3．多 功 能 性 设 计 满足 读 者 多样 化 需 求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广 泛 应 用 ，使 图 书 馆 的 建 筑 结 

构 发 生 了很 大 变 化 ，原 有 的 文 献 典 藏 ，文 献 整 序 、文 

献 借 阅 、信 息 咨 询 等 图 书 馆 的 传 统 功 能 和 服 务 手 段 

越 来 越 不 能 满 足 读 者 日益 增 长 的 文 献 需 求 ，不 断 发 

展 的 形 势要 求 图 书 馆 的新 型 功 能 得 到 不 断 的 补 充 和 

扩 展 。诸 如 图 书 馆 的 多 媒 体 服 务 功 能 ，文 献 信 息 数 

字化 功 能 、光 盘 数 据 库 网 络 服 务 功 能 、文 化 展 示 功 

能 、文 化 交 流 功 能 、文 化 研 究 功 能 以 及 文 化 服 务 功 

能 ，文 化 娱 乐 功 能 等 都 在 不 断 地 发 展 。 

在 国 内外 的 图 书 馆 中 ，其 新 型 馆 内 空 间 已 愈 来 

愈 多 地 呈 现 出 来 ，如 个 人 阅览 室 、演 讲 厅 、展 览 厅 、声 

像 厅 、教 育 培 训 中 心 等 。 

另 外 随 着 社 会 的 进 步 和 生 活 的 改 善 ，图 书 馆 将 

有 可 能 成 为 人 们 文 化 娱 乐 、休 闲交 友 的 重 要 场 所 ，与 

此 相 适 应 的 音 乐 厅 、书 店 、银 行 、邮递 、小 餐 饮 、车 库 、 

生 活 咨询 等 各 种 生 活 服 务 和 咨 询 服 务 业 务 均会 占用 

一 部 分 空 间 。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功 能 可 能 还 要 发 生 

变 化 ，在 建 筑 设 计 中 应 该 注 意 各 种 功 能 与 公 共 服 务 

场 所 的 安 排 与 设 计 。 

4．绿 色生 态 环 境 设 计 满 足 人 类 回 归 自然 的 需 

求 

随 着 科 学 、经 济 、社 会 、文化 的 “生 态 化 ”和 “整 合 

化 ”，人 类 在 新 的历 史 时期 发 展 的重 要 方 向 和 突 出重 

点 就 是 解 决 人 类 社 会 与 自然 的 矛 盾 问 题 ，以解 决 人 

类 面 临 的 生 存 发 展 的 问 题 。 

现 在 国 外 已 出 现 了生 物 生 态 建 筑 ，用 活 着 的 树 

木 建 造 房 屋 ，以营 造 自然 生 态 环 境 ，满 足 人 类 回 归 大 

自然 的 需 求 。 

未 来 图 书 馆 建 筑 将 会 更 多 地 关 注 历 史 的 、地 域 

的 、环 境 及 文 化 心 理 等层 次 上 的 因 素 ，创 建 富 有 自 己 

文 化 特 色 的 ，适 合 我 国 人 文 地 理 、气 候 环 境 、风 土 人 

情 的 绿 色 生 态 环 保 图 书 馆 建 筑 ，从 而 满 足 读 者 崇 尚 

自然 的精神需 求 。相 信未来的 图书馆建筑会结合周 

边 的 生 态 环 境 创 造 出 高科 技 图书 馆 建筑 与 大 自然 共 

生 的 模 式 ，使 人 有 置 身 于 大 自然 中 晨 读 的感 觉 。 

人文关 怀 要 体 现 在 图 书 馆 空 间 设 计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在 进行 馆 内空 间 的墙 面 及顶 棚 的装 潢 时 ，应 选 用 注 

明环 保标 志 的 材 料 ，以减 少 室 内空 气 的污 染 程 度 。室 

内布置 ，在注 重艺 术感 染力 的同 时 ，还 (下 转第 11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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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监控体 系在 高校教 学工作 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 一 ，提升 高 等 院 校 的 国 际 竞 争 力 ，促 进 高 等 教 

育 大 众 化 的 实 现 。随 着 世 界 经 济 一 体 化 步 伐 的 加 

快 ，高 等 教 育 正 在 逐 渐 走 向 国 际 化 。 在 国 际 教 育 大 

市 场 激 热 竞 争 中 能 否 站 稳 取 胜 ，能 否 吸 引 更 多 的 学 

生 是 衡 量 一 个 高 等 学 校 教 育 质 量 优 劣 的 重 要 尺 度 。 

在 全 球 化 背 景 下 ，高 等 教 育 质 量 监 控 体 系 同 时 还 要 

求 普 通 高 校 根 据 各 自的 质 量 方 针 、目标 ，系 统 地 掌 握 

和 处 理 好 自身 与外 界 的 关 系 ，求 得 内外 环 境 的支 持 。 

第 二 ，实施 素 质 教 育 ，满 足 学 生 成 才 需 要 。高 等 

教 育 的 本 质 在 于 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在 未 来 的 21世 

纪 ，人 才 培 养 的 质 量 将 成 为 社 会 衡 量 高 等 教 育 价 值 

的 主要 尺 度 。 高 等 教 育 的发 展 是 在 人 文 教 育 与 自然 

科 学 教 育 的 结 合 基 础 上 发 展 的 。 从 当 前 来 说 ，实 施 

素 质 教 育 是 高 等 教 育 的 主 导 趋 势 。素 质 教 育 所 关 注 

的 是 人 的素 质 的 提 高 ，是 能 够 赋 予 人 以知 识 和 智 慧 。 

因 此 建 立 质 量 监 控 体 系 的 最 终 目标 是 让 学 生 在 接 受 

高 等 教 育 的过 程 中既 成 人 又 成 才 。 

第 三 ，提 高 学 校 的 质 量 管 理 水 平 和 质 量 水 平 。 

教 学 质 量 监 控 体 系是 高 等 学 校 对 教 学 运 行 状 况 进 行 

的评 价 、监 督 、诊 断 ，对 学 校 行 为 实 施 调 节 的 反 馈 系 

统 ，是促进学校持 续改进人才 培养质量 的支持 体统 。 

它 是 实 现 质 量 方 针 、目标 的一 种 合 理 有 效 的手 段 ，全 

面渗 透 到 教 育 活 动 的 全 部 环 节 ，为 教 育 质 量 提 供 全 

方 位 的 保 证 。 

[注 释) 

① 北京市教育委 员会 高等教 育处．质量——永恒 的主题 ． 

北京 ：北京市教委高教处，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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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接 第 105页 )应 朝 着 具 有 生 态效 果 的绿 色 环 境 发 

展 。 照 明 灯 光 更 应 绿 色 环 保 节 能 ，制 定 科 学 合 理 的 

照 明 标 准 ，采 用 高 效 ，长 寿 、节 能 、环 保 的 光 源 和 灯 

具 。 

馆 外 空 间 设 计 也 应 回 归 自然 。 这 是 时 代 的 需 

要 ，重 视 建 筑 环 境 绿 化 ，可 以 反 应 出 21世 纪 建 筑 与 

绿 化走 向整 合 的 指 导 思 想 和 观 念 定 位 。 尤 其 是 创 造 

丰 富 多 彩 的空 间 景 观 ，可 使 环 境 布 置 得 更 趋 自然 ，即 

通 过 “人 工 环 境 ”与 “自然 环 境 ”一 体 化 ，把 建 筑 视 为 

一 种 抽 象 的 自然 ，一 种 唤 起 人 与 自然 共 存 的 艺 术 。 

而 人 们 所 追 求 的就 是 这 种 建 筑 化 的 自然 。 

考 虑 到 建 筑 与 环 境 的实 用 空 间 与 观 赏 空 间 必 须 

有 机 地 交 织 在 一 起 ，才 能 使 读 者 充 分 享 受 馆 外 环 境 

的乐 趣 ，通 常 可 把 馆 外 空 间 围 合 或 分 割 成 各 种 几 何 

形 体 ，利 用 建 筑 小 品 、雕 塑 、喷 泉 、石 桌 等 艺 术 化 装 饰 

和 馆 外 环 境 中 的 山 水 、道 路 、树 木 、草 坪 、花 卉 及 优 美 

的 馆 体 造 型 组 成 绿 地 景 观 形 象 ，达 到 步 移 景 换 的 效 

果 。 当读 者 在 经 过 长 时 间 地 阅 读 和 书 写 后 ，会 出 现 

大 脑 、视 觉 和 身 体 上 的 疲 劳 ，这 时 读 者 可 到 馆 外 休 息 

和 散 步 ，当 读 者 在 欣 赏 了绿 色 的 植 物 、五 彩 的花 卉及 

各 种 美 观 的 造 型 时 ，心 理 场 和 心 理 流 会 发 生 动 态 的 

变 化 ，进 而 达 到 解 除疲 劳 和 调 节 身 心 的 作 用 ，从 而 提 

高 阅 读 效 率 。 

三 、结语 

有 人 说 ，建 筑 是 凝 固 的音 乐 。 如 果 把 人 本 思 想 

作为图书馆 建筑 的主旋 律 ，在 每 一个 节拍 上都 谱写 

一 个“人 ”字 ，那 么 ，这 乐章将给予读者 无穷 的精神享 

受 和 关 怀 ，令 读 者 心 动 之 、情 牵 之 、神 往 之 。 这 就 是 

图 书馆 建 筑 中 人 文 思 想 关 怀 的具 体 体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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