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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华学堂陶板幕墙设计札记

1  项目背景

2004年，为迎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大学决定建设一座

新的讲堂兼剧场——清华大讲堂，后正式命名为新清华学堂。经

过严格的评选，清华大学李道增院士的方案在国际竞标中胜出，

并在满足校方先后多次各个方面的要求后，于2009年10月破土动

工。

新清华学堂总占地面积2.6ha，建筑面积42 950m2。建筑高度

22.6m，局部台塔高33m，地上4层。主要包括新清华学堂（2 011

座的剧场）、蒙民伟音乐厅（522座的小剧场）、清华大学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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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约5 000m2）等三个部分，此外还有车库等其他附属设施（图

1）。建筑功能满足现代高雅艺术演出、重要庆典、国际学术交流

以及公众集会等需要。

项目的建设用地位于主楼西侧的校园中心区域。这一地块

是清华不同区域的分界及交汇点，具有复杂的场所特质：地块东

面是以主楼为代表的清华新中心区；西面通往以大礼堂为代表的

清华老校区；南面通往清华的研发区；北面通往以第三教学楼为

代表的教学楼群。各个区域都蕴含着丰富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

化内涵。作为百年校庆重点工程，新清华学堂具有承上启下的意

图1 新清华学堂鸟瞰图

图2 新清华学堂立面局部 图3 新清华学堂幕墙平面局部与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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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清华学堂陶板幕墙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梳理，论述了陶板幕墙应用于文化类建

筑的优势，并结合案例介绍了陶板幕墙的多种建筑设计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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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要回应清华百年校园建筑的历史文脉，更要以崭新的形

象呈现清华新百年的面貌。

2  外立面材料的选取

对于这样一座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外墙材料的选择至关重

要。在方案的构思过程中，李道增院士首先将目光集中在石材幕

墙上。天然石材质感淳朴，庄重结实，适宜表达文化、纪念性，

但天然石材也有缺陷，如：颜色有限且色差难以控制，材料本体

有的可能有微量辐射，环保性较差，优质石材储量少，价格高

等。经过数次与校领导实地参观考察，陶板材料最终以其耐久、

安全、环保等独特性能胜出（表1）。通过竞标，项目最终选取

了福建TOB陶板作为外墙饰面材料。

在色彩选择上，充分考虑到所处地段和场所的特征，同时与周围

的建筑群相协调。陶板的颜色可以自由调配，为颜色选取提供了

极大的自由度。经与陶板厂家沟通，调配了独特的“清华红”，

强化了对清华大学传统建筑色彩的延续。

4  形式的创新

当前很多剧场建筑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突破，往往设计许多无

用的虚假空间。而清华的传统学风以朴实无华、务实严谨著称，

在此次新清华学堂的设计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了避免空间

和能源上的浪费，新清华学堂的观众休息厅最终选择了倒圆台的

形式，与马蹄形观众厅的圆弧很好地契合。

新清华学堂外墙形式通过多轮修改，最终以三角形的母题方

案受到大家普遍认可。三角形的母题手法不仅很好地实现了双曲

面建筑体量的覆盖，更通过开窗与实墙的虚实交替，形成强烈的

韵律感（图2）。幕墙形式的分割以观众休息厅的主体混凝土结

构为构思依据，从观众厅半圆中心向外发散，每3°为一个定位

点，体现严整的几何特征，同时为施工提供明确依据（图3）。

陶板便于切割的特性满足了三角母题的实现。所有陶板通过精确

设计，均在生产厂家切割成型，运往工地直接安装，减少了现场

加工。幕墙将外部的陶板与保温、室内饰面结合为一体，在内部

空间上暴露幕墙结构，体现结构美感，既适合于工业化生产、确

保构件精度，又突出建构逻辑性（图4）。由于幕墙内外一体，

幕墙的窗户可以自由开启，有利通风，节能环保。

5  构件的多样化应用

新清华学堂是3个建筑的综合体。不同功能的建筑在体量、立

面开窗上有着不同的要求。陶土材料生成的不同的建筑构件及其丰

富的组合手法，为实现它们的风格独特而又浑然一体提供了可能。

图4 幕墙单元样板墙. 图5 蒙民伟音乐厅西立面 图6 校史馆北立面

3  色彩的选择

百年清华校园历史感浓郁，其中的每一幢建筑都是校园的有

机组成部分。新清华学堂位于清华“红区”和“白区”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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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演建筑的舞台依功能需求无法开窗，往往在立面上为大

面积的实墙。位于建筑群西北角的蒙民伟音乐厅立面采用了凹陷

的处理，一方面延续了主体建筑的三角形母题，同时隐喻柱式特

征。通过序列性手法，强化礼仪性（图5）。

校史馆建筑位于建筑群北部。基于其展陈功能，建筑北立面

设计了大量实墙以便展板布置。在立面处理手法上，采用立方陶

与陶板两种构件结合的方式，使远观形成横线条纹理，近观不失

丰富的细节。同样的手法也应用在新清华学堂南侧的侧舞台立面

上，以强化建筑群整体风格的统一。校史馆北侧局部架空的柱廊

吊顶也使用了陶板，将陶板从立面延续到纵深方向，突出体块特

征（图6）。校史馆的主入口位于南侧，其南立面按功能要求是

门厅和交通空间，需要开敞明亮的空间效果。因此，我们采用了

大面积玻璃窗外附立方陶百叶的做法（图7），保证冬季采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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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遮阳，同时形成整齐划一的质感，良好地烘托了新清华学堂

主体建筑（图8）。

6  结语

回顾上一个百年，由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了清华大礼堂。

百年之后，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了设施完备的新清华学堂。这座

清华大学校园内第一个以现代陶板为主要饰面材料的建筑，不仅

展现了清华园兼容并蓄的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清华人勇于创新的

开拓精神。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校长顾秉林在落成典礼上表

示：“‘新清华学堂’的新，不仅表明这是一座新世纪的新建

筑，更标志着清华新百年的起点。”这也是清华人对这座建筑寄

予的期望。

（注：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本人拍摄）

图7 立方陶百叶. 图8 不同构件组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