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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ization, Landform 
& CataLyst buiLdings: 
interpretation on two Libraries 
designed by sHL arCHiteCts

杂交·地构和触媒建筑
——sHL 建筑事务所的两个图书馆设计解读

图书馆

图书馆作为传统建筑类型之一正经受着当代数码信息技术的剧烈冲击，但并未完全消亡，当

代建筑先锋已数次做出精妙阐释：先有伊东丰雄在仙台媒体中心中突破性地用海草管式结构颠覆

了单一固态的空间骨架，再有库哈斯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中对恒定功能和含混事件的交叉包裹，

再到MVRDV和藤本壮介基于阅读和书籍更为本体性的探索，都表现出该建筑类型持续的复原力。

来自丹麦的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事务所（以下简称SHL）对图书馆类型的演化也有所探

索：从十年前的丹麦皇家图书馆，到新近完成的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一条叠合杂交化人工地形

和异质化城市结构的图书馆建筑策略正在浮出水面，力证了图书馆具备进化为更具城市公众性的

触媒建筑的潜能。

现场制造与补白

作为杂合物“投射”具体的城市结构是这两个图书馆案例的第一个比较点。范顿和霍尔首次提出

的“杂交建筑”（Hybrid Buildings）概念[1]更多地指向建筑类型自身，即一种混合功能的建筑聚合

体；而更进一步复合建筑与多元城市的拓扑关联，则关乎城市结构在具体建筑上的呈现论题。在城市

作为复杂系统的历时性进化和共时性同化下，城市结构的“具体性”能否积极呈现，往往取决于是否

发展结构关联度更强的“杂交”建筑范式；这种范式涉及场所乃至更大领域的地方性空间记忆，和一

种来自地理性的“自然结构”和城市性的“人工结构”之间的城市张力。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海港对哥本哈根这个后工业城市复兴的巨大潜力开始被重视，到90年代后

期丹麦皇家图书馆加建项目作为以大型文化建筑设施加速海港滨水区复兴的首次尝试[2]，哥本哈根的

城市结构伴随着港口区一系列滨水公建的植入，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转变。在这种剧烈演进的城市结构

中，“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往往呈现一种微妙的具体性关联，在丹麦皇家图书馆这个案例上，

则体现为新建筑肩负着缝合与嵌入精密的城市肌理和释放城市滨水公共品质的双重使命。

这是一次此时此地的“现场制造”：位于港口心脏区域的场地，北侧为老图书馆，南侧为海港。

SHL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实现新馆介入场地已有的城市脉络及其参与转变中城市结构的“姿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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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图书馆建筑对话？如何梳理城市基础设施（基地内有一条东西向城市干道）？如何重塑城市滨水

界面？三者互相牵制使得新建筑在场地的落位与场地潜能激发之间的关联变得敏感而微妙：将横穿的

城市干道置于场地最南侧形成交通环路是常规的操作方法，却必然会损害南向滨水步行的可达性以及

单体的最大化水景价值；将横穿道置于老馆和新馆之间倒不失为一权宜之计，却会约束新老建筑单体

相互对话组织城市结构的潜力。SHL敏锐地把握住这个场地的最大限制并将其转化为激活城市结构潜

力的“触媒”——用一个“薄片”体量紧贴老建筑形成新老强烈并置，道路置于“薄片”和新建主体

之间成为建筑物“内街”，主体则向北通过二层的桥式体量跨越道路连接“薄片”，向南顺延步行平

台完成滨水公共界面。

这也是一次典型的“杂交”操作：基础设施被新建筑稀释，新建筑被基础设施剖开，创造出一个

迷人的“杂质”——一个介于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之间的混杂空间，抑或异质化场域；而“薄片”

由于其极端的空间体量更像是“嫁接”黏附在老建筑南侧的一层“面具”，一个介入新老建筑之间的

杂交层，这个浅层空间的薄度被端部钢桁架的结构外露所强化；建筑主体东侧的楔形附属建筑体量被

有机切分，化整为零地实现对街道纹理的精密嵌入，而阶梯式屋顶上人平台又将这几块建筑杂拼物

“杂交”为城市尺度的公共观水基座。

正如“现场制造”在考古学里意味着文物必须放在原始的环境中去考察方能理解其原初的文化

背景及相关意义[3]，一系列源于哥本哈根城市结构具体性的“现场制造”，制造出皇家图书馆这颗港

口的“黑钻石”[4]，使场地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公众价值被最大化呈现。如果说上例对城市结构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织构，那么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对城市结构的回应就如同考古学家补在破损遗迹上的“补

白”，属于一种更自上而下的叠置。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对话的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安静小城，一个慢节奏、边缘化的“容

器”。虽然同样面对“自然结构”（远方海景）的引力，始建于1495年的阿伯丁大学其“人工结

构”显然更为主导，尤其对这个需容纳25万书稿和14 000学生[5]的新图书馆而言。位于校区西北边界

的场地，东临两个保留的教学建筑，西接城市支路；校区东南向礼拜堂的皇冠塔楼在新图书馆建成

之前一直是大学对城市天际线的最重要标识[6]。上万平方米规模的体量和校方对校园西边界新图像标

丹麦皇家图书馆总平面图

丹麦皇家图书馆-城市主界面

丹麦皇家图书馆-混杂的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

丹麦皇家图书馆-主体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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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老城，方体与海景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总平面图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入口广场

志的诉求都使得新馆对场地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高调而强势；为最大化稀释对旧有“人工结构”和天际

线的扰动，SHL选择以一个极简的“方体”与周边形成稳定“T”形空间格局。半透明的“方体”悬

浮于长条形“地毯”之上组成大地结构：“地毯”作为人工地景是传统“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

的杂交物，以满铺的水平性包裹半地下的珍品书库和秘密花园；“方体”作为三维人工物被外表皮的

枝条状斑纹稀释消解为二维的城市轮廓线，以强烈的正面性控制住半围合的公共广场和四面的城镇景

观。整个新建筑如同一个补丁，叠置并异质化于旧有的城市结构，与其说生发于具体的基地倒不如说

重建了场地的具体性。

内化的地构与稀释的面纱

城市“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的张力作用于图书馆这种单体建筑类型的进化与变异，是这两

个案例的另一切入点。尤其是演化于人工地景的“地构”，正如艾伦指出，“在物体建筑和自然景观

之间创造一种建设性的转化，使场域效果在建筑的尺度层面得以表达。地构并不仅仅是对自然形式的

模仿，更感兴趣于生成于人工地形的新的功能计划潜力。”[7]这重新反思了罗西五十年前提出的城市

和建筑之间的类似性[8]，为图书馆这种相对固态的建筑类型增添了一个更为“液态”的地理性和城市

性的图层。

丹麦皇家图书馆新馆承载了超过20万册的书籍收藏空间和近500座的阅览空间[9]。SHL将一个600

座的音乐厅引入这个图书馆是一次突破性的功能“杂交”，不仅提供了一个音乐戏剧表演和大型会议

的多功能空间，与阅览和收藏这两个图书馆传统内容的功能冲撞，还促成了整个建筑最具戏剧性的中

庭——一个光与水的“剧场”，一个内化于建筑“人工结构”的“自然结构”。

中庭“地构”始于地面层（地下一层的音乐厅屋顶），终结于七层的屋顶玻璃天篷。两条自动

人行坡道是这个舞台式人工地形最富轴线感的装置，如同横跨城市干道桥式结构的延伸，这个线性元

素缓慢有序地梳理着首层公共区和上层新老图书阅览区的人流交换；整个中庭从东西向将建筑切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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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然形成一个面向河面展开的巨大景框，使站在人行坡道上上下下的人流在享受壮观框景的同

时，又成为中庭自身流动的风景线。

二层以上层层进退的波浪形平台为出入阅览空间的使用者提供了交往和观景合一的路径，有机的

形式创造出灵动的光线、视线和流线的关联度，连同镶嵌在四周的天桥、书店、咖啡、展览等柔性元

素使内在中庭“地构”与外在天水景观的边界更加暧昧不清。无论内部悬浮在中庭的地层式平面，抑

或外部倾向水面的整体体量，以及超平、去物质性以达到稀释天光水色效果的表面板材，与其说是捕

捉外界“自然结构”的引力，倒不如说是一种城市“人工结构”自内而外的拓扑与稀释。人工地形的

内化触发了如同老城街心剧场般的室内共享空间，而它的复杂性与外围“面纱”的稀释感也强化了图

书馆的场所张力。

SHL中庭操作所蕴含的浓烈的“地构”情结，在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里有着更为戏剧性的呈现：

方体各层平面格局清晰，服务空间（竖向交通和洗手间）置于边端，使被服务空间（阅览空间与书

架）的灵活度实现最大化；一个“腔体”式中庭层层穿透从首层盘旋至顶，将整个图书馆“杂交”为

一个极具乐感的光的“剧场”。所有的室内配置都围绕这个内核展开：白色的环形护板和隐框的玻璃

栏板，浅灰的波纹金属吊顶和暴露的混凝土立柱，黑白色调的极简家具和地面铺装，无不强化了熔岩

岩洞似的“地构”空间。

中庭“地构”不仅从视线上串联起首层咖啡厅到顶层阅览区的各水平功能要素，植入一个在垂

直向度上看与被看的焦点，并从更深层面回应了图书馆的功能异化：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已使图书馆

不再仅仅是穿梭于狭长书库找寻实体书本的知识迷宫，更发展为私人电脑、电子书、互助实验室和传

统书架并存的媒介中心。图书馆对使用者而言已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书本或理论的终端，而是一个可以

激发主动式探索、深化体验式学习过程的媒介。这从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里每层环绕中庭、使用界定

模糊但使用率很高的次生空间得以验证，学习空间和书架互为灵活穿插构成知识媒介。从某种程度上

看，这种知识中心所需求的多视点、多层次的空间机制已和传统的戏剧音乐空间的如蚀刻在山坡上的

丹麦皇家图书馆中庭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首层公共区仰视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盘旋中庭

丹麦皇家图书馆中庭与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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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口  2 门厅  3 咖啡厅  4 展览区域  5 复印室  6 控制台

7 电梯  8 楼梯  9 厕所

1 学习空间  2 研究室  3 工作室  4 小组学习室  5 办公  

6 中庭  7 电梯  8 楼梯  9 厕所  10 信息室

1 阅览室  2 安静区  3 工作室  4 小组学习室  5 办公  6 中庭

7 电梯  8 楼梯  9 厕所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地面层平面图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面纱日景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面纱夜景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二层平面图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六层平面图

露天剧场空间原型同构。有趣的是，在“地毯”基座的一侧，SHL设计了一个形似中庭的下沉露天舞

台，暗合了上述内化的“地构”。

地理性的内部有机“地构”被城市性的外部简洁“面纱”包裹，是两个案例的一致特点。与丹

麦皇家图书馆黑色“面纱”的实体材料与透明材料间的差异被最大化消解相比，阿伯丁大学新馆沿袭

了超平表皮模块化策略，却因更有机的纹理比皇家图书馆更为轻薄和具有升腾跃动之感，契合了内部

更为盘旋的“地构”和悬浮于当地石材基座的外在体量。尽管“面纱”为整个建筑取得英国绿色建筑

评估体系（BREEAM）优秀认证而采取了50%的虚实墙面比，导致原方案的40种不同面板最终减少

为12种，减弱了模型中蛛丝薄纱般立面建成后的“稀释”效果[10]，但包裹地构的“面纱”的理念通

过如平面核心筒缩进等细节处理还是得以较为完整的表达。

结语：作为触媒建筑的图书馆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触媒是这两个图书馆案例背后的核心价值。引用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奥登博格

（Ray Oldenburg）的“第三空间”概念，SHL重新反思了图书馆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意义：“我们

有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却遗憾地缺乏第三种空间类型——在过去我们有教堂和酒吧；现如今图书馆

是为数不多的非商业化空间之一。”[11]在SHL看来，当代图书馆有能力对空间场所的商业消费进行抵

抗，以自身为媒介触发更多城市社区层面的公共生活，成为城市中一个除家庭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

空间”。两个案例都超越了传统的图书馆类型，诠释了SHL追崇的“公民建筑”[12]：丹麦皇家图书馆

同时兼作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现已成为市民、学生和游客的非正式交往场所；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

伴随着访客的增多也成为校园和社区共享、互动的新“灯塔”。城市结构的具体性归根结底源于城市

中人生活的日常性；正是凭借对城市公共内容的积极容纳，两个图书馆都从封闭的教育设施演进为激

发城市和社区活力的触媒。

这种建筑对城市看不见的触媒效应与培根的城市设计理论中城市作用力的概念颇为相近；正是

这种建筑与城市内在结构关系上的连续性，使任何城市自身不论以紧密抑或松散状态形式呈现，都内

化为一个有机整体，调和着“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的平衡与共生。而在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中，

城市结构的演化速率已经超越了物理密度而成为建筑介入的首要因子，直接关乎这种城市结构的复原

力和可持续性。面对截然不同的城市结构演化速率，SHL的这两个单体建筑却表现出异曲同工的设计

思考：如果说“现场制造”和“补白”提供了两条链接，让场地的建成实体与城市结构之间形成耦合

与嫁接这两种“杂交”化的关联，那么内化的“地构”则进一步诠释了地形的建筑学潜能，从弗兰普

顿的“场所形式”（Place-form） 到艾伦的“地构”（Land-form），从对场地表层的雕琢和锚固

转向对建筑内部实体虚空之间界面的杂交与异化。而对图书馆这种具体类型而言，人工地形式公共空

间的引入适应当代图书馆从知识终端向知识媒介的转变趋势，对城市“人工结构”和“自然结构”的

杂交和稀释也使其进化成更为开放和更具公众价值的触媒建筑。作为触媒建筑的图书馆与其他也在进

行不同程度演化的建筑类型一起，重组、累积从而复原城市结构的整体可持续性。

十年两馆——不变的是SHL建筑事务所骨子里对建筑设计融汇人文地理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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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感谢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师事务所提供相关项目的图纸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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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皇家图书馆项目信息

建筑设计：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师事务所（1993年欧洲竞赛第一名，

共179个提案）

业主：丹麦文化部

建设时间：1996.10~1999.9

室内建筑面积：28 000m2（其中新建21 000m2，改建7 000m2）

总造价：49 000 000英镑

工程顾问：Moe & Brødsgaard A/S

景观和室内设计：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师事务所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项目信息

建筑设计：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师事务所（2005年国际竞赛第一名）

业主：阿伯丁大学

建设时间：2009.9~2011.9（一期）；2012.8（二期）

总建筑面积：15 500m2

室内建筑面积：13 700m2

总造价：57 000 000英镑

景观设计：Schmidt Hammer Lassen建筑师事务所

结构、设备、防火，声学工程：Arup

质量检测与造价顾问：Davis Langdon

1 图书馆  2 花园广场  3 下沉广场  4 展览区  5 到达区  6 中庭  7 电梯  8 神秘园  9 保护区  10 阅览室 1 图书馆  2 公共区  3 主要入口  4 展览区  5 阅览室  6 中庭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A-A剖面 阿伯丁大学新图书馆B-B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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