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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和总结了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在阏览区、信息检索区、入口区、公共服务区、书库区等几大重要

空问的设计特点．并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和安阳师范学院南校区图书馆为例分别介绍了信息时代

图书馆在加强知识创造功能和公共空间体验的营造方面所做的设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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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世纪末．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给高校图书馆

的设计理念和内容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数字存储

技术是信息时代最为根本的变化．伴随信息化而

来的数字空间逐渐挤压物理空间．高校图书馆的

很多传统功能已经退化、转化，比如检索，甚至于

预览【n。读者使用图书馆必要性弱化的趋势。要求

图书馆在具备物质层面的具体功能外．还必须提

供网络空间无法给予的、特定的、无可替代的空间

氛围体验．延续其作为“知识殿堂”的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环境变化。使用者对于高

校图书馆建筑功能和空间的需求也逐渐表现出多

元化。图书馆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图书中心．而是

广义的信息资源中心和公共活动场所．因此在剥

离图书馆部分功能的同时．也赋予高校图书馆一

些新的功能．或者说将传统的部分功能予以了强

化，比如展览、学术会议、小组式研究、讨论式教学

等。这使得图书馆由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为主的

物质载体．衍生出同时强调知识创造的功能。

1信息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设计特点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带来了高校图书馆服

务模式和使用模式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也直接作

用到高校图书馆功能和空间的变化上来。

1．1阅览区

该区是读者在图书馆活动的主要场所。信息时

代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使读者对互联网资源、电子资

源的需求逐渐增多。同时伴随高校图书馆向学习、

交流、科研多功能智能中心的转变，传统高校图书

馆的阅览空间日益显示出与时代需求之间的不合．

例如阅览空间单一、书目查阅不够便捷、缺乏足够

的人性化空间领域等。基于上述问题．高校图书馆

阅览区应重点在两方面采取针对性的革新。

一方面。面对信息时代电子资源应用的广泛化，

很多高校图书馆相应设置了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不过

这只是图书馆信息化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未来的趋势

是各类阅览室都实现人机合作的阅读方式。目前，一

个普通阅览座位空间最大为850 mIID(650 mm：人机

合作阅读方式条件下每个阅览桌都为读者提供信息

接口．接口之间的纵横间距为1．5 m。即每个接口

所占面积为2．25斫．即每个提供信息接口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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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所占空间也为2．25时．大于现阶段普通阅览

桌空间。

另一方面，面对多元化阅览需求。高校图书馆

致力于营造差异化的阅览空间．这与传统标准柱

网模块化阅览空间有着明显差异。例如采用人机

(网络)的阅览方式。强化个人私密阅览空间的需

求，通过机器、网络。读者与外界广大世界联系；还

有考虑到小组式课题研究、讨论式教学、跨学科知

识创造等需求．新时代高校图书馆设计创造了更

多类似讨论室形式的非传统阅览空间：此外为方

便读者长时间使用图书馆．使用不同书刊及音响

资源。还出现了与传统正襟危坐式桌椅所不同的

少量休闲式阅览空间嘲。

l。2信息检索区

该区是全馆的信息中心．读者在这里能得到

来馆所需的各种信息。这一区域包含了咨询服务

台、计算机检索厅、目录厅、外借台、参考工具书及

文献检索、相应的技术用房及咨询用的办公室。位

置要求宜通达、宜看到。且靠近入口区、书库区、阅

览区及馆员工作区．以便迅速完成信息的集中、交

流和分散。

信息时代网络的普及．甚至使检索功能游离于

图书馆之外。读者往往是携带着图书检索结果。甚

至特定书籍的预约进入图书馆．在使用功能上跨越

了检索区翻。此外计算机的应用也使检索服务简单

化、人性化，检索不仅仅局限于检索厅中。也可以分

散到图书馆其它部分．读者可以在休息厅、阅览室

甚至走廊等交通空问中随时随地进行检索。

1．3人口区

信息化图书馆中．入口区具有多项功能。如咨

询、提供图书馆使用指南等服务。服务设施一般会

设置检测器、存包处、控制台、展览空间等，并可设

置休息厅、读者服务部、报刊阅览等区域。同时高

校图书馆具有学生使用高峰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的

特点．因此人口区需要设置足够的面积并且进行

适当的空间划分．使读者进入图书馆后能够尽快

方便地到达自己想去的区域。

1．4公共服务区

信息时代的高校图书馆作为综合性、开放型、

多功能的文献信息中心，功能日益扩展，逐渐衍伸

出了对多功能厅、学术报告厅和展览厅等公共服

务功能的需求。公共服务区通常以学术报告厅为

中心。既要与图书馆有空间相连。又相对独立，能

够独立开放．设置专门出入口区分读者人流和参

加学术报告的人流．避免干扰图书馆的正常使用。

围绕报告厅一般还兼设交流休息厅、展厅、陈列厅

等。多功能厅、学术报告厅也可以有选择性地面向

社会开放．为开展社会性的学术和社交活动提供

必要的场所。因此这里也是图书馆内重要的交往

空间。此外。公共区还可设小卖部、书店等为读者

提供生活服务。

1．5书库区

信息时代一张光盘可容纳l 500余册书的信

息．同等信息量书籍所占空间约为10时开架书库

或8时闭架书库．所以采取信息化存储无疑将大大

缩小书库面积。图书资料库面积的相对减少和读

者使用面积的相对增加．能够使图书馆有很大一

部分空间作为读者活动场所。

20世纪∞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开始从传统

的闭架借阅模式逐渐向开架管理方式转变。随着信

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来读者将可以通过计算机

网络获取到图书馆馆藏的一切信息．这就相当于图

书馆彻底向读者开架了。但是读者并没有见到真实

的传播知识的物质化载体．而只是借助于信息技术

和网络来获取．读者与读物两者之间实际上还是互

相隔绝的．所以说这种借阅模式相当于一种更高级

的闭架管理。开架借阅或许将会逐渐被这种新的更

高级的闭架管理方式所取代．这可能将是信息时代

图书馆书库管理的最终形态问。
2信息时代高校圈书馆案例分析

2．1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造型像一把钥匙．

设计简洁大方。立面色调与校园整体色调统一。突

出图书馆文化底蕴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感。图书馆

总建筑面积20 000 m2。馆藏容量为120万册书刊。

提供l 000个阅览座位。

人文图书馆在设计定位上不仅是一个知识存储

的场所．而是更加注重与时代新的需求相结合，强调

为学生提供学习知识、创造知识的理想场所。这一点

主要体现在其阅览区独特的设计上面。阅览区采用

了大开问设计．分别在靠中庭和外窗的位置设置了

40多个个人研修小间。每小间面积约5撕IIf。
靠中庭的个人研惨问围绕中庭布置成环形，与

中庭之间采用木格栅进行分隔．这种半隔离的状态

既保证了个人研修间安静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需求．

同时也能使学生感受到中庭大气浑厚的文化氛围

(图1)。靠外窗的个人研修间位于柱廊与外墙之间

的空间。柱廊内侧为交通空间，这一设计避免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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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人流对自习同学的干扰。研修间桌子直接靠窗

布置．窗间墙向外突出较大尺寸。避免了直射阳光的

影响。

同时馆内还设置小组研讨间．面积从十几平米

到二十多平米不等．以满足lO人左右小组讨论学

习。正是考虑到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在知识创造这一

功能上新的需求．清华人文社科图书馆有针对性地

强化了不同类型学习空间的有机组合．成为知识存

储和知识创造并重的良好载体。

圈1 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圈书馆个人研修问

2．2安阳师范学院南校区图书馆

安阳师范学院南校区图书馆力图通过公共空

问体系．营造出与校园生活中其他建筑空间截然

不同的空间体验。在单一空间的设计中．三个主要

的公共空间(门厅、中庭、休息厅)均采用较为宁静

的长方体形空间，但在光线、尺度、方向感等方面

各具特色。营造符合各自功能的空间氛围。同时三

个公共空间相互连接渗透，形成统一整体。它们不

同的方向性和光线又使读者感受到克制的空间流

动性。这种静谧内敛而又流动开放的空间感觉．正

是该方案塑造的空问体验(图2)。

门厅位于首层公共服务区西侧．设计上并无

明确的方向指向。四周立面以透明玻璃材质为主，

整体上试图营造安静通透的学术氛围。考虑到读

者使用高峰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特点．整个人口区

包含门厅、展厅和查询处在内设计为一个开敞的

大空间。在公共开放服务空间至二层图书馆检索

大厅之间设置了开放的楼梯及自动扶梯．可以快

速将人流输送至图书馆核心空间。

读者休息厅位于图书馆南侧地下一层．空间氛

围亲近宜人，同时人气丰富。进入门厅之后。读者就

能感受到这个两层通高空间(地下一层和首层)的存

在。单跑楼梯将读者从门厅引入到该空间。南侧面向

下沉广场。试图营造人性化的休闲空间。设置有快

餐、小卖、茶座等功能。成为图书馆中难得的学生休

闲交流场所。同时休息厅在地下一层与报告厅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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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报告厅的休息空间。

中庭位于图书馆二层北侧。南北走向。以开放

性的姿态面向北面的校园水景．从门厅的大台阶拾

级而上到二层之后便是这个让读者豁然开朗的大

空间。南北狭长的形态以达到景观引人。大厅两侧

布置阅览座位，充分利用景观。为避免大空间的单

调性，大厅两侧界面采取不同处理方式，东侧以水

平向“面”元素为主．西侧则与外立面隔栅连续，强

图2安阳师范学院南校区图书馆公共空间透视

调“线”的元素。形成对比。

3结语

信息时代背景下。受信息媒体广泛应用的影

响．高校图书馆的物质媒介传播功能逐渐受到威

胁．因而需要在空间体验的营造上进行革新以加强

其存在意义；另一方面．新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职能

也由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的载体向知识创造的载

体衍伸。本文以此为背景，分析和总结了信息时代

高校图书馆在阅览区、信息检索区、人口区、公共服

务区、书库区几大重要空间顺应时代变化的设计特

点．并以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图书馆和安阳师范学院

南校区图书馆为例分别介绍了信息时代图书馆在

加强知识创造功能和公共空间体验的营造方面做

的设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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