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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筑的继承与发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八号教学楼设计解析

冷畅俭‘ ,

罗广 宇
‘ ,

马晓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基建处

,

映西 杨凌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
,

陕西 西安

仁摘 要 〕 通过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年创办之初奠基大楼 三号教学楼 的历史 回顾
,

分析了学校代表

性
、

标志性建筑物三号教学楼的风格与特点
。

在经历 年之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学校又一座具有新时代校园标

志和建筑特点的八号教学楼精心设计并建成
,

通过对八号教学楼所体现的历史精神的延续及对新时代的诊释
,

探

讨了校 园建筑的继承与发展
,

探索了校园建筑的永恒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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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永恒之道是一个惟有我们 自己才能带来

的秩序过程
,

它不可能被求取
,

只有顺应它便会 自然

而然地出现
。

校园建筑只有踏上了永恒之道
,

才会生

机勃勃 〔’〕。

近几年随着高校规划建设的快速发展
,

出

现了一大批新的校园建筑
。

在设计上
,

这些新的校园

建筑有的注重布局的关联性 〕、

有的注重使用功能

的多样性 〕、

有的注重交往空 间的开放性
、

有 的

注重外观风格的时代性
“ 〕、

有的注重整体环境的协

调性
、

有的注重建筑 的可持续发展 〔, 一 ‘ 〕、

有的注重

建筑智能化的设计
。

大学校园建筑是学校发展历史

的见证
、

校园文化的积淀
、

发展空间的延伸
。

一个有

着悠久历史的高校在校园建筑设计时
,

除考虑 以上

因素外
,

还应特别注重建筑的继承与发展
,

讲究协调

一致
,

体现办学宗 旨
。

新的建筑既要流露出古老建筑

的遗韵
,

更要透 出历史精神在建筑 中的延续及新时

代对它的诊释
。

本研究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八号教

学楼设计为例
,

探讨 了在设计中对校园建筑的继承

与发展问题
,

以探索校园建筑的永恒之道
。

三号教学楼的历史回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

学校
。

世纪 年代初期
,

我国正处于
“
风雨如晦

,

鸡鸣不已 ”

的时期
,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
,

西北灾荒连

年
,

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
,

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发出了
“

建设西北
,

开发西北
,

兴学兴农
”
的呼吁

,

在辛亥革

命元老于右任先生
、

戴季陶先生和杨虎城将军等的

倡议下
,

于 年在陕西武功张家岗 今杨凌区 创

办了
“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 。

在这所学校里
,

历史

最为悠久
、

造型独特别致
、

蔚为壮观的建筑物 当属当

年奠基的教学大楼
,

即三号教学楼
。

三号教学楼是建

校之初于
一 一

正式奠基动工 的一座 层教

学大楼
。

奠基典礼盛况空前
,

主席台两侧对联记云
“

佳气接终南百代宏图奠胜基
,

晴光临渭水千间广厦

育英贤
” 。

昭示办学与教学大楼之宗 旨川
。

三号教学楼 由我 国著名建筑师
、

建筑教育家杨

廷 宝 先 生设计
,

属 内框架 结构
,

总建筑 面 积
,

大楼沿校园主轴中心线
,

坐落于校园中心地带
。

大楼主体部分为 层框架结构
,

坐北 向南呈
“

凹 ”

字

形
,

当时主要用作教室
、

实验室
。

在中央部分 层主

体之上
,

又加上 层塔楼
,

形成高 余米的独特塔

楼造型
,

使得大楼主体突显
,

壮观雄伟
,

是 年解

放前西北地 区最高的建筑
。

三号教学楼作为学校的

教 学主楼
,

其建筑风格独特
,

外观造型别致 图
。

世纪 年代 中期
,

国家建设部组织编辑《中国优

秀建筑设计 》
,

在全 国广泛征集作品
,

三号教学楼经

有关专家推荐
,

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而人选
,

由此可

见其影响之大 「’“ 」。

三号教学楼作为学校的代表性
、

标志性建筑
,

伴随着学校走过 了 多个春秋
,

饱经

风雨
、

历尽沧桑
,

但仍不失其独特 的魅力
,

是学校建

设发展的历史见证
。

收稿 日期 〕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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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年 月落成的三号教学楼

八号教学楼的设计解析

八号教学楼设计背景

近 年时光往蒋
,

学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在党中央
、

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国务 院原副总理李岚

清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
,

经过 中央及 国务院有

关部
、

委
、

局
、

院和陕西省的共同努力
,

由同处杨凌的

原农业部西北农业大学
、

国家林业局西北林学院
、

中

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

水利部西北水利

科学研究所
、

陕西省农业科学院
、

陕西省林业科学研

究院
、

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 所科

研
、

教学单位合并组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于
一

正式成立
。

国家投资 亿元组建启动投资建

设项 目
,

用于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

学校新建的八号教

学楼即是其中 个项 目的重点项 目之一
,

总建筑面

积 , ,

学校力求将其建成新时代的校园标志

性建筑
。

八号教学楼的总平面布局

八号教学楼位于学校 中轴线上
,

在三号教学楼

以北 图
。

八号教学楼是一个集教室与实验

室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
,

在平面布局构思时
,

除考虑

其使用功能和交通疏散条件外
,

还对学校 己建成的

路网和格局进行 了认真研究
,

认为应突出中轴线的

作用
,

采用对称的手法
,

精心作好平面布局
,

体现学

校严谨的办学风格
。

这种布局方式是将三号教学楼

在平面布局上给予了纵 向延伸
,

刻画下其历史演绎

的痕迹
。

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校园规划平 面图

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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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号教学楼的建筑高度

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
,

建筑设计高度着重考

虑了八号教学楼和三号教学楼之间的呼应关系
。

三

号教学楼依杨凌的 自然地势
,

选址于三道源之上
,

它
“

东控平原
,

西倚凤 岗
,

前揖太 白之 秀
,

后 负周原之

美
” ,

气势雄浑
,

乘火车沿陇海线西行
,

东过普集
,

西

到绛帐
,

数十里外就可见其雄姿
。

为了保证在陇海线

上能看到八号教学楼这一新时代 的标志性建筑
,

通

过 透 视关 系 图
,

陇海线距八号教学楼约
,

地势高差
, ,

要透过三号教学楼看见八号

教学楼
,

八号教学楼的总建筑高度确定为
。

主

楼高 层
,

裙房 层
,

侧面阶梯教室高 层
。

夕

渭河河岸

三 号教学楼

八号教学楼

跪海铁路 牡泛与

日寸一日叭哟的一三币一

西宝 中线 西宝高速
名 , 一 , 一

水上运动中明 亡兰
‘

河

图 八号教学楼与三号教学楼透视分析图

八号教学楼的平面功能布局

建筑物 的 内部功能布局是 整个建筑 的灵魂 所

在
,

其布局是否合理直接影 响建筑物 的实用功能和

投资效益
。

三号教学楼以教室为主
,

除必要 的走廊过

道外
,

未考虑多余的公共空间
,

而八号教学楼要求同

时容纳 名学生上课和 名学生做实验
,

其功能复杂
,

也是人流 比较集中的地方
。

因此
,

设计

时应考虑教学楼内部 的功能转换
,

实现教室与实验

室共享 考虑交通组织
,

保证人流疏散线路流畅 考

虑公共交流空间利用
,

体现人文关怀和教学建筑内

部文化 考虑环保节能
,

直接利用 自然采光等影响设

计的关键因素
。

在综合分析 比较的基础上
,

八号教学

楼中部主楼设计为 层
,

一 层为转换 中枢
,

形成

公共的交通盒
,

解决交通疏散 层主要布置各

类实验室
,

便于各类管线 的衔接和布置 裙房 层
,

主要布置教室 中央设计 个 层通高的阳光 中庭
,

既可利用 自然采光
,

也可作为公共交流的空间
,

体现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侧面墙壁预留浮雕壁画位置
,

用于展现校园文化 另外 阶梯教室位于 主楼东西两

侧
,

高 层
,

以便于交通组织 地下 层作为各类设

备用房 图
。

八号教学楼的外观造型设计

八号教学楼在方案招标时
,

外观设计有 的空灵

秀气
,

有的端庄厚实
,

有的装饰华丽
,

有 的简洁质朴
,

有的寓意抽象
,

有的形象具体
,

各有优点
。

专家在评

审过程 中
,

也 曾有不 同的见解
,

有谓学校属农林性

质
,

且地处西北农村
,

建筑外观应与周围房屋相差悬

殊不大
,

坚固耐用足矣 有谓学校属于教育部高等院

校
,

不能过于简陋
,

所有建筑宜 以现代化为原则
,

不

仅坚 固适用
,

而且 宏壮美观
,

于学生修养上 多有裨

益
。

最终
,

由专家投票
,

学校选取 了 目前 的方案 图
。

该方案采用对称布局
,

结构严谨 外观用青灰色

外墙砖
,

朴实耐用 局部 白色条带装饰
,

径渭分明
,

层

次感强 顶层用 网架装饰
,

体现 了时代 的特点 同时

也再现 了三号教学楼的风韵和北方建筑朴实
、

沉稳

的特点
,

与学校的校训
“

诚
、

朴
、

勇
、

毅
”

相吻合
。

八号教学楼的内部设施配备

标志性 的教学建筑将百年屹立 于校 园
,

其 内部

功能和设施在满足眼前使用要求 的同时
,

必须贯穿

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思想
,

为今后的改建和设备更新

留有余地
。

三号教学楼从建成至今
,

历时 余载
,

内

部功能不断变化
,

改造无数次
,

其中在 年的整

修除外观没有变更外
,

内部进行 了彻底 的翻新
。

三号

教学楼之所以能够多次进行改造
,

是与其设计时留

有相当的余地分不开的
。

首先
,

其设计时采用了内框

架结构
,

围护墙为轻质木条隔墙
,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

分隔 其次
,

各类管线均预 留了水平和竖 向通道
,

为

网络布线和多媒体教学综合布线提供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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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号教学楼在设计中也充分贯彻 了可持续发展

的思想
,

上部结构形式采用 了全框架结构
,

内墙体采

用轻质隔墙 吊顶 内设桥架连通
,

并预 留一 定 的线

管 便于综合布线扩展 给水采用 管
,

保证水质

清洁 排 水采用 分类排放

第 卷

,

注 重环境保 护和污 水处

理 电力容量考虑一定的富裕
,

并设有预备电源
,

保

证用电可靠 消防监控采用智能化
,

确保运行安全
。

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 区 八 号教学楼底层平 而图

一
‘ ’

‘《一 冬 。 、 。, 。 一 川一 吕 、 ,

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八 号教学楼立 面图

一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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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八号教学楼 年开工建设
,

年 月竣

工交付
,

目前已投入使用近 年
。

总体使用效果受到

学生和教师的好评
,

有关专家也给予 了较高的评价
。

八号教学楼是三号教学楼的继承和发展
,

已成为学

校新时代的标志性建筑
,

达到了预期 目的
。

尽管在设

计和施工中力求完美
,

但建筑总是一 门遗憾的艺术
,

使用中也暴露出一些设计的不足
,

如为了节省造价
,

人 口净空装修完后 只有
,

显得压抑 中间交通

盒和卫生间采光不好
,

未能很好的直接利用 自然采

光等
,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 的设计和建设过 程 中加

以总结和改进
,

以追求建筑的永恒之道
,

探索建筑的

自由之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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