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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uriant Information Gathering: Reading the 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at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信息拼盘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解读

撰文  谢建华 

摘 要 

关 键 词 

本文运用解剖的手段，针对雷姆·库哈斯设计的“伊利诺斯理工学院麦考密克·特

利比恩校园中心”，从项目选址、平面、室内、造型、材料、家具、符号等等方

面，对雷姆·库哈斯复杂的设计手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建筑作品在当前社会的

哲学背景，即信息拼盘。

雷姆·库哈斯  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  信息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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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实地考察与接触雷姆·库哈斯的作品。之前，

有关他的信息，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比如：他是荷兰人，曾经在

印尼长大，北京CCTV大楼的设计者和漩涡中的争议者，这几年风

头正劲的建筑师，OAM大都会的主设计师，2000年普利策建筑奖

的得主。他以前曾经是新闻从业人员、广播剧作家，出版有自己

的书籍。思想超额的离经叛道者，估计可能迷恋时装，喜欢印刷

术。他被老解构大师埃森曼称为新一代的建筑明星，成为全世界

建筑青年的楷模和追逐对象。

总平·选址

表面上，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由于用地紧张的原因，将麦考密

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设置在一个穿越校园的轻轨之下，这种奇

怪的选址本身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冲突的调和，二是具有强

烈吸引力的戏剧效果。

按照库哈斯的解释，在轻轨下面这个无人地带兴建这个项

目，是为了将尽可能大的区域重新城市化，因此，每个功能小块

被放置在一种密集的马赛克网格之中。之前，在这个无人地带，

轻轨作为一种交通工具，除了上下旅客的站点之外，其余地段在

校园内仅仅只是作为一种提示而存在，除了穿越，很多情况下，

人们不会主动走到轻轨下面。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麦

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作为一个冲突之后调和的结果，成为

了校园里一个具有强烈活力的场所，也成了一个交通血脉下面赘

生的一个快乐的瘤，改变了轻轨周围地区的面貌。

建筑一旦和轻轨结合之后，轻轨本身就会成为建筑的一种构

成元素。出于隔音的需要，当然也是造型的需要，麦考密克·特

利比恩校园中心之上的轻轨，被库哈斯用压型钢板作为混凝土的

外模板包裹起来，一个截面为椭圆形，而纵向是条纹的金属包裹

的混凝土，构成了一条畅快的管道。由于尺度的原因，这个截面

设计为椭圆形，并且随时飞奔出火车的管道，成为麦考密克·特

利比恩校园中心最醒目的元素和构图，也成了校园形象的关键组

成部分。

戏剧效果的出现，往往是冲突的结果，它包含了很多方面，

一方面，这个轨道既带来一种鲜明的特征，也带来了一种制约，

显然，库哈斯的这个建筑，是制约之后的一个效果；另一方面，

当人们进入到这个建筑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头顶的管道就会发

出一阵沉闷的铁轨的轰鸣，声音和震动也成为这个建筑的一个非

物质元素，人们身处其中，就类似于在一个剧场，除了眼前不停

流动的景象，那些沉闷的、均匀的声音提示了人们，演出正在开

始，随时开始，并且一直不停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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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轴线

有几条轴线在平面里会导致我们对它们的存在的强烈意识，

这就是与轻轨轴线交叉的内部公共通道的走向。从室外进入麦考

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时，你会被两条明显交叉的公共通道所

吸引，因为，它们和你进入建筑时，那个原本存在的、非常明确

的方向感完全不一样。支撑轻轨金属管道的结构柱仍在一直通向

远处，这样两条交叉的轴线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困惑：库哈

斯为什么要这样做？

轴线的出现决非随心所欲和毫无理由，在库哈斯所做的区域

分析图中，我们发现，这些交叉于建筑的轴线，是学生在周围建

筑之间行走时一种路径交叉之后的结果，它按一定的强度和密度

出现在这块虚空之地上。这种对现实和现象的观察方法，也是库

哈斯的设计哲学之一：建筑师必须有一种能力，将观察世界之后

的发现，重新赋予到建筑之上。

此外，倾斜的地面以及屋面也被库哈斯应用到这个建筑里。

由于轻轨金属管道向内部弯曲的原因，一个统一了建筑的巨大屋面

为了不至于和其交叉，很自然设计成向中间倾斜，这导致了内部空

间冲突的加剧。而在主入口附近，一条红色的向下凹陷的通道，构

成了一个高速网络浏览区，强烈的红色信号和通过桌子下面的灯管

反射出来的漫射光线，使得这个区域在入口区特别地醒目。

一个被两条甚至三条交叉轴线围合起来的餐厅区域，构成了

整个建筑的一个核心区，它向下凹陷，呈三角形，和公共通道之

间由台阶、坡道以及栏杆、挡板围合起来，一条类似于桥梁的通

道穿越了其一侧的上空，栏杆一侧的高脚椅和一条带状长桌，构

成一个休闲和聊天的带形区域。此外，在活动中心的一角，一个

由密斯设计的会馆被改造成了学生食堂，它的周边形体和木质隔

断在新建筑中保存了下来，两者之间由几条交叉的轴线切割出了

一个内部庭园。但是，庭院的地面被处理成倾斜，它是墙体与地

面的一个结合体，一个新出现的空间元素，倾斜与粘接的楼面是

库哈斯发展起来的一种风格，目的是为了打破人们对水平地面的

固有理解。

在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在轻轨下面有三个不同

的结构支承系统，它们各自承担不同的结构体系。但在室内，却

又如此地巧妙地诠释着库哈斯建筑复杂性的理论。你需要一些时

间，才可以看清楚这些结构支承系统各自的作用和区别。被涂上

深蓝色的倾斜的柱子支承着金属的混凝土管道，轻轨的结构柱被

清水混凝土包裹起来，而建筑本身的结构柱，则是一些外表刷成

黑色的H型钢，三种不同体系的结构柱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种

明显的区别和特有的视觉上的复杂性。

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的平面设计，仔细分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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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复杂。一个轮廓简单的长方形之内，通过公共交通的划

分，将不同的功能放置于不同区域。建筑师并没有把建筑细分，

而是让每个组成部分明确地对应各自特定的需要，并且考虑周围

环境的影响来安排建筑。主入口的右侧是商业区，它提供了24

小时营业来满足临近地域的要求。左侧，一个会议中心区因为空

间高度需要，必须在地面沉下去，它和公共通道之间，由台阶连

接起来。行政和内部用房，被规整地布置于靠近旧学生食堂的一

侧，自由分隔的墙，表达出了不同功能的空间领域。

地面·墙体·天棚

你肯定不会忽略库哈斯在这个建筑中对材料五花八门的使

用，而且惊讶库哈斯如此无所顾忌地、大胆地拼贴与组合。然而

更关键的是，你几乎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协调，而这在某种程度上

更加加重了这个建筑的复杂性与混杂性。无论是地面、墙体、天

棚，库哈斯尽可能使用他自己理解与喜欢，并且具有信息时代的

材料以及色彩和光谱。这种对建筑的处理来源于他自己过去在纽

约的经历。比如，纽约城市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迷幻与变化，就非

常类似于这个建筑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第五大道以及纽约时报广

场所表现出来的城市特征和非凡活力，正是库哈斯建筑理念的基

础和对世界观察的结果。

本质上，库哈斯就是想通过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表达建筑的

复杂性。另外，他承认自己对新事物的强烈兴趣和追逐，所以，

在他的建筑里，我们不难发现这明显的一点。在麦考密克·特利

比恩校园中心中，大量的天棚主要由被刷成浅粉绿的板材吊顶

构成。有趣的是，库哈斯采用了一种新的手法来处理那些以前需

要掩盖的拼缝，比如，所有板材之间的接缝，以及固定板材的钉

眼，被刷上了白色的涂料，它看上去随意，但又别具新意，尤其

是那些刷在钉眼上的白色小块，很具有信息时代的符号化特征。

由于室内几条强烈交叉的轴线的存在，使得本来横平竖直、方方

正正的吊顶线条看上去全是和行走方向倾斜的，这导致和加剧了

建筑一种新的复杂和清晰的混乱的并存。

由于金属轻轨管道穿越整个建筑的原因，也由于管道的最下

部比室内的吊顶要低，库哈斯将相交处的部分吊顶切割出来，直

接将金属包裹的轻轨管道暴露出来。这样的处理，一方面给室内

带来了一种视觉和材质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轻轨这个

固有的事实和场所感的存在。而另一种表面刮得很光滑的吊顶，

则是为了与其他形式的吊顶获得一种对比。

与天棚相对应的地面的处理，则是另一种花哨，除了深色涂

料地面外，库哈斯大量使用抛光金属材料以及有机材料。每种材

料之间，没有任何处理而直接冲突和拼接。此外，金属材料的使

用也有区别，有小块拼贴的，也有尺度很大的。那些大块的金属

表面，被机器研磨出一种不断旋转的花纹，像波浪一样向外面扩

散。而地面一些波纹板的使用，则加剧了一种材料丰富性和质感

的强烈对比。

此外，不同材料之间除了直接拼接以外，拼接的线条也非常

讲究。库哈斯不喜欢用过于简单的直线，而是喜欢斜线，或者转

折的直线。这些由不同材料和线条划分出来的区域，显示了空间

的多元，代表了不同的活动领域和需要。

在墙面的处理上，库哈斯更加大显身手。除了各种不同材料

的应用之外，很多印刷品被他直接作为装修材料使用上去。这些

印刷品不外乎一些信息时代的图像、纹理、影像、电视、彩色的

玻璃、光谱、公共符号等等。库哈斯曾经在他有关色彩的文章中

谈到过信息时代影像、电视、电影等对色彩的影响。他认为，相

比于自然的材料和着色，具有动感的信息时代影像、电视、电影

等带来的光影变化影响更为深远，也更具有发展的潜力。

技术·材料

曾经有人对库哈斯设计中高技术的缺乏和材料的使用寿命提

出过质疑，比如，很多人认为库哈斯的建筑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

言，而由于对印刷术的迷恋和喜欢，一些印刷材料被用来覆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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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建筑材料上，也给人带来一种迷惑和不解。

本质上，和一些具有高技特征的建筑师相比，库哈斯在这方

面不算高手，这可能跟他的设计理念以及半路出家所受的教育有

关。相比之下，作为一个以写作起家的建筑师，库哈斯更注重通

过建筑来渲染他理想中的气氛，以达到一种他所想表达的理念和

目的。在这个前提下，他也许觉得技术应该为建筑服务，而不是

相反，或者喧宾夺主。所以，在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

我看到的节点构造，全是一些非常现成的做法和简单的处理，没

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这些不突出的东西，在一种设计理念

的指引下组合在一起，却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从这一点上讲，库

哈斯不是依靠精致的细部吸引人的建筑师，他更多是一名思想

家，一个在建筑立场上具有批判性，建设性，文献性，当然也非

常波谱化的建筑师。

作为构成建筑的物质，材料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实在性和物

质性。库哈斯在材料的使用几乎有点不拘一格，透明的、半透明

的、粗糙的、光滑的、金属的、非金属的、通透的、非通透的，

他用起来都得心应手，他不太考虑完整性以及理性这些因素，

有点拿过来就用的随机随意的意外感觉。他强调色彩、光感、质

感、疏密这一类特征，对永久性坚固性不太予以过多的考虑，这

一点和他的理念有关。曾经有记者问他对未来的看法，他予以拒

绝。他说：现实也是具有幻想性的。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库哈

斯对现实和周围的世界，保持更多的热情和主动性。

建筑·造型

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的造型不能算做复杂，这一

点，也印证了库哈斯的理念，即他并不把表面的形式作为自己最

初设计的话题，形式只是他一种逻辑分析之后的合理结果，这种

表面上似乎对建筑外表形式不表示过多关心而侧重于简洁、简单

和极少主义的设计哲学，也是荷兰建筑的一个特点。

尽管如此，库哈斯的建筑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感，原因

在于其强烈的出色的造型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一种不同于常人的

设计理念。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的外型主要由两大部分

构成，椭圆型的金属轻轨管道和它下面简洁的活动中心，椭圆型

的金属轻轨管道，非常类似一个轻轨站点，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没

有设置站点的节点，它的合理性在于它必须减少噪音与振动对活

动中心的影响，其夸张的尺度带来一种符号般的效果，它仿佛一

截被切掉的盲肠，置在一个托盘上面。相对而言，下面的活动中

心要简单得多，垂直于轻轨的一面用一个巨大的屋顶，合乎逻辑

地向中间倾斜，因为它需要避开金属管道，但是这样倾斜的屋面



atd  121

在库哈斯的设计里，几乎就是一个普遍做法和招牌模式。因此，

在这里，库哈斯的设计既合理又保持了风格的一致。另一方面，

活动中心的平面基本就是一个长方形，只是在面向校园的一侧，

由内部几条交叉的轴线，切割出一个对外开放的凹口。玻璃幕墙

和紫色黑色的喷涂檐口构成了一个简单但硬朗的外貌，而在凹口

处，原来连贯的透明的玻璃幕墙，被更换成了不透视的橘黄色的

彩色玻璃和印花玻璃，在一个内向的空间，鲜艳的色彩让视觉很

快奔放起来。

库哈斯的设计，连贯和扭曲的楼面和屋面构成一种视觉上的

冲击，玻璃幕墙的介入是为了将这种冲击更为明显地突出起来。

在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金属管道就是这样的元素，如

果失去了这一点，这个建筑在造型上就会变得非常平庸。但是，

如果据此认为库哈斯对形式不关注或者造型不强，那就大错特错

了，库哈斯是那种具有极强造型能力的建筑师，只是，他的能力

分散到了每一个细小的环节和局部的环境之中。在这些场合，库

哈斯能够调动所有他自己的素材，来营造他想要的那种丰富性。

他善于将所有建筑元素发挥到极致，比如，墙体、柱子、楼梯、

倾斜的楼板、坡道、桥梁等等。

不能否认的是，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的室内要比

其室外的造型复杂和丰富得多，当然，这符合库哈斯的风格，即

一种外表的肯定和一种内部的混杂。也许，在库哈斯看来，室内

外的设计完全是不同的，它可以割裂开来，室内由于涉及到了空

间，更加具有变动的可能；而室外，它是城市中的一个环节，在

这个环节中，建筑需要回答肯定或者否定，而不是含混不清，这

也是我们阅读这个建筑时获得的一种印象和启发。

符号·颜色·家具

在一次采访中，库哈斯被问到二十一世纪是一种什么样的文

化，他的回答是“传播的文化，分散的文化”。这一点，IIT学院

学生活动中心反映得也非常明显。

库哈斯特别喜欢使用符号，尤其是现成的符号，来表达他对

这个时代的理解，当然，这些符号被他挑选出来营造他所设计的

建筑特有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认为库哈斯是积极的，

也可以认为他是消极的，这都无所谓，关键是，这些符号被用在

了建筑上，使建筑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跳跃。

有两面玻璃墙特别具有这种特征和说服力，第一面是面向密

斯原设计的一面玻璃外墙，为了表达对密斯的尊重，也为了一种

呼应，彩色玻璃通过计算机点状处理成一幅密斯的肖像；第二面

墙壁，位于另一个入口门厅和咖啡厅之间，是一块被处理过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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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透明的玻璃，不透明的地方接近于一种白色，透明的地方是

密密麻麻排列的各种各样公共场所日常行为的图案。我见过一本

介绍这个建筑的小册子，这些图案在远处观看其实是一个个人物

的头像，这些同样由计算机点状处理的肖像，表达的是对七位伊

利诺斯工学院的创始人的缅怀和尊敬，它具有强烈的纪念性、装

饰性，也表达了一种公共场所特有的文化性。此外，一面镶有电

视机的墙壁，粘贴了一幅巨大的印刷品，表达的是各种人物在同

一个地段里的行走，而光谱符号以及影像符号的使用，以及一些

文字印刷在墙壁及柱子上，使得建筑特别具有一种文化的及时性

和深厚的意味。

还有一些符号隐藏在外立面玻璃的后面，它们特别巨大，其

实，这些白色的类似时装剪裁的巨大符号，就是那面玻璃墙上一

些公共符号图案的放大，它们在透明的玻璃后面，非常类似于一

种第二立面，隐藏在玻璃后面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联想，丰富了立

面的视觉变化，这种处理在欧洲最近的一些建筑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除了立面丰富以外，在室内，在阳光透过玻璃时，会在地面

上造成了一种奇怪的阴影。

在库哈斯的设计中，家具似乎是空间一个不可缺少的造型元

素和色彩的补充。在以往的建筑设计中，家具只是一些次要的东

西，但在这里，被库哈斯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出现在建筑里这

些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家具，赋予空间一种活跃和肯定。我见

过库哈斯其他一些设计，似乎都是如此。他喜欢彩色的家具，线

条和造型简单，但形式多种多样。这进一步加强了库哈斯对丰富

性的定义。

结语

综观麦考密克·特利比恩校园中心，尽管建筑复杂迷离，但

仔细阅读，仍然不难发现一些库哈斯设计中特有的设计理念和想

法，也发现他与众不同的建筑设计哲学。库哈斯在很多人的脑海

中仍然是一个迷宫，要从这个迷宫里走出来意味着你必须具有超

越这种迷宫结构的能力，完全学习库哈斯然后希望能从中照抄一

些什么不是说不可能，但可以肯定是轻浮和失效的。通过对这个

建筑的分析，学会和建立起一些方法，比如，像库哈斯所说的观

察世界的方法，对世界和周围环境的关注，以及一种对新事物的

热情。从库哈斯的身上，我感受更深的一点是：建筑师必须具有

想法，或者，一个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