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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开始接触图书馆建筑设计。
那是1975年，我带领8位大学生到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做毕业设计，接受了两个图书馆的设计任务，一个
是位于南京成贤街的南京图书馆；一个是南京医学院（今日的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
8位同学分两组在设计院技术人员的共同指导下，完成了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全过程工作，当
时称作“一竿子到底”。
在做这两个图书馆设计时，我们有意将教学、生产（设计）和科研三者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具体工程
项目的设计，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并在此过程中，对国内图书馆进行广泛的调查，开展专题研究，分工合作。
最后，除了完成两个图书馆的设计工作外，还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及国内图书馆建筑实例图集。
学生毕业以后，我就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最后完成了《图书馆建筑设计》一书的书稿，
于1978年内部出版。
这两个图书馆设计完成以后，都进行了施工，于1977年先后建成，成为当时我国比较早建成的新图书
馆。
这两个图书馆的设计也成为我学习、研究图书馆建筑的开始，从此使我与图书馆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
之后又参加了全国图书馆学会，成为全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分委会的成员。
它使我有机会认识了许多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专家们，并从他们那里学习到图书馆的知识及宝贵的图
书馆工作之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也就从那时起，图书馆建筑成为我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20多年来，基本上是设计——研究不断线。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不同时期（每5年）都对我国图书馆的建设进行跟踪调查研究，对当时国内
图书馆设计和建设进行系统的总结分析，并适时地提出我国图书馆建筑发展的趋势及设计的原则和对
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开放式图书馆建筑设计的理念，以适应图书馆建筑由传统闭架式管理走向开
架式管理的发展趋势，并出版了《图书馆建筑》一书；90年代又提出了模块式图书馆的设计理念，并
将这些设计理念应用于实际设计工作中。
在这20多年中，先后进行了30余项图书馆工程设计，使研究与设计、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图书馆的建设任务也越来越多，为开展图书
馆建筑的设计与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为此，我们在总结国内图书馆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在原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建筑又进行了
较为系统的总结，写出这本《现代图书馆建筑设计》一书作为建筑设计指导丛书之一，以供图书馆界
、建筑设计界及建筑教学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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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图书馆建筑设计》包括图书馆选址及场地设计，图书馆建筑功能构成及空间组织，阅览空
间设计，藏书、出纳、检索空间设计，图书馆建筑造型，图书馆的现代化设备等内容，并精选了具代
表性的国内外图书馆设计实例5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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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们的布局方式，决定着建筑的平面形式。
在进行平面布局时，必须使书籍、读者和服务之问路线畅通，避免交叉干扰，简化和加速书籍流通，
最大限度地缩短工作人员的取书和运书距离，减少读者借书的等候时间，并使读者尽量接近书籍，缩
短编、借、阅、藏之间的运行距离，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特别是基本藏书区与阅览区的联系要直
接简便，不与读者流线交叉或相混。
现代图书馆“借、阅、藏”一体化，在同一空间中，进行合理分区与组织就更为重要。
既要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划分，同时也应具备适时调整，重新组织的灵活性。
　　在借、阅、藏三部分中，“阅和藏”又是主要的，即书籍与读者的关系是最基本的。
图书馆的每次变革通常表现在这两者的关系上。
因此在平面布局中，尤其要注意藏书区与阅览区的关系.借阅部分通常是布置于这两者之间。
二、分区布置和分层布置（一）分区布置　　在建筑布局时，考虑上述要求以外，就要具体考虑图书
馆内各部分空间的组织。
哪些联系密切？
哪些次之？
哪些需要分开？
应按它们的使用特点、要求划分为不同的区域，进行合理的分区。
使各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分隔。
在分区时，还应考虑必要的灵活性，为未来图书馆的发展留有余地。
　　图书馆建筑一般应将对内和对外两大部分分开，闹区和静区分开，以及将不同对象的读者阅览室
分开，从而为图书馆的高效性创造条件。
　　1.内外分区　　内外分区即是将读者活动路线、工作人员的工作路线和书籍的加工运送路线合理
地加以组织区分，使流线简捷明确，避免彼此穿行、迂回曲折和互相干扰。
　　内部区域主要是工作人员活动的区域，包括藏书区、办公区、内部作业及加工区等等。
外部区域主要是读者的活动区域，包括阅览区、公共活动的报告厅和展厅以及为读者服务的餐厅、书
店等商业用房。
这两个区域既要区分明确，又要联系方便。
　　内外分区是现代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最主要的要求。
如果处理不好，必将带来管理上、使用上的不便和紊乱。
图书馆设计在方案构思阶段就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安排。
一个好的图书馆设计方案无不是内外区域分明，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图书馆对
此要求更为严格。
它们不但工作区域划分清楚，甚至连楼梯、电梯、厕所、走道都是泾渭分明。
如美国达拉斯公共图书馆（图3-4）。
它位于达拉斯市中心地带，设有2900个读者座位，从早到晚开放。
设计时特别注意内外分区，如将基本书库置于地下层，与上部各层阅览分开；将各层内部工作服务用
房集中成组布置，自成一区；并设有单独的馆员电梯、楼梯等，与读者使用区完全分开。
　　但是，内外分区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区域截然分开。
现代图书馆的开放性和高效性的特点以及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式的采用，要求内外区域联系密切，
交通便捷。
如现代图书馆通过信息交流迅速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要求读者尽可能地接近书籍。
于是传统的外向型的阅览空间成了以阅为主，藏阅结合；而内向型的藏书库在一定程度上对外服务.成
为以藏为主、藏阅结合的藏书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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