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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QX

法的重要环节心理实态调研入手!分析清华大学主教学区现存的若干问题"以对主教学区

进行空间更新策划为契机!探讨如何将建筑策划
QX

法的理论及方法运用于实践"对教学区内所有建

筑的规模#性质#容量#性格等影响到设计的诸因素以
QX

法为指导!做相应的调查研究#归纳分析!得出

定性#定量的结论和数据!从而设计出创新的概念方案"难能可贵地以实例说明建筑策划
QX

法在实践

中的可操作性!并且以实例也证明了设计过程中对建筑策划
QX

法的运用是获得理性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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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新建筑就是明天的旧建筑%今天的合理就

是明天的不合理%只要存在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改造

更新就是一项永不停止的建筑活动&空间更新使不适

合现代人生活的建筑环境重获生机%这是一种积极的

环境发展策略%是兼具经济*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建筑空

间发展方向&

#

!

清华大学主教学区现状

清华大学从
#D##

年建校发展至今%已拥有
#M

个学

院
MD

个系%是一个多科性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在校全

日制学生达两万四千多人%而且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

位于老校区*主楼教学区*学生生活区之间的主教学

区"三教*四教*五教*六教及周边等#是从清华南校门可便

捷到达的区域&区位*功能*及空间形象均处重要位置%因

此需要它具有统一*完整的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而此

区经时间沿革%已出现老化状态%主要表现在!现有设施不

能满足信息时代的功能需求$停车"自行车#无序%交通混

乱$无空间领域感$等&为满足教育事业的需要%适应校园

的高速发展%提供与之配套的各项硬件设施变得尤为重

要%为此该区域的空间更新已迫在眉睫&

目前清华校园的主教学区"三
"

六教及周边#由于

受其东*南*西侧校园空间的限制%主教学功能区的长

远发展只能向北侧延伸%预测将扩至
K

"

#)

号楼学生

宿舍"该宿舍楼群将拆除%作为弹性设计用地使用#&

因此%主教学区的再规划范围拟定在!东临清华大学西

主楼西侧的南北干道%南临清华的东西主干道%西临五

教西侧的校河西侧干道%北临
K

*

#)

号楼学生宿舍北侧

的东西干道$再规划范围的地段形状基本为南北长

KK"

米*东西宽
!K"

米的矩形%总占地面积约为
)"

公

顷%按学校总体规划保留区内教学楼%其它可考虑被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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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拆移&见图
#

!清华大学主教学区现状与规划范围&

图
#

!

清华大学主教学区现状与规划范围

)

!

运用(

QX

法)的调研分析

QX

法%

Q9E/.;5IX5009-9.;5/&

法的略称%是建筑策划

的一种方法&建筑策划是研究在总体规划立项之后如

何科学地制定建设项目的建筑设计依据%它强调人的因

素*强调科学性*尊重物质间的信息交流*相互制约*相

辅相成%与时代脉搏相顺应&要进行该区域的空间更新

设计依据的研究%就需要按照建筑策划的理论和方法%

以校园总体规划为指导%进行主教学区内建筑本身的规

模*性质*容量*性格等影响设计和使用的诸因素做深入

的调查*研究*归纳分析%以得出定性定量的结论和数

据&这样才能避免建筑师设计的盲目性%或决策者*设

计者主观意志的强加%最终获得设计的理性方法&

从字面上讲%

QX

法是指语言学的解析方法%即运

用语义学中'语言(为尺度进行心理实验%通过对各种

既定尺度的分析%定量地描述研究对象的概念和构

造+

#

,

&对于以建筑空间为对象的
QX

法可以概括为!

研究空间中的被验者对该目标空间的各种环境氛围特

征的心理反应%对这些心理反应拟定出'建筑语言(上

的尺度%而后对所有尺度的描述参量进行评定分析%定

量地描述出空间目标的概念和构造&根据清华大学主

教学区的空间环境特征%按照策划方法'

QX

法(运用建

筑学的概念和语汇进行语言学的描述和修饰%取
)?

对

"一般为
)"

对
"

M"

对#描述空间的'形容词(%评价尺

度的级段取
K

级"一般为
K

级
"

?

级#%对清华大学此

区域的学生使用心理进行实态调查%从问卷结果并结

合
QX

法分析得到的调查曲线如图
)

&

从以下主教学区空间更新设计原则的获得%可以

让读者感受到%

QX

建筑策划方法的合理运用%使理性

设计成为可能%并为方案创新的指明了方向&

图
)

!

QX

法调查曲线

!

!

主教学区空间更新的设计原则

!'#

主教学区内的功能扩展

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区建筑%主要包括教室*试验

室*图书资料馆以及行政办公&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

时代的来临%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方法已有颠覆性的

改变%甚至对'学习(本身所持的观念都已不同&而在

这个过程中%只有这个时代的学生他们自己最能体会

出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学习空间&

在
QX

法调查曲线中显示%使用者在此区域的非

传统教学区功能的其它功能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希望在教学区有集中综合服务设施"第
#

*

)

*

M

*

?

*

*

*

D

*

#)

*

#*

*

))

*

)K

*

)A

条#$二是希望在
K

分钟行

程内有饮食服务中心"第
))

*

)!

条#&

在综合服务设施内容上%被调查者都有提到如!咖

啡吧*网吧*眼镜店*书店*阅览室*文化沙龙*琴房和音

乐室*特定主题交流性场所%也可有电视*录像等小型

娱乐空间&这些要求%正如高冀生先生所述!'学生活

动中心(的作用是希望能给学生创造满足五方面的活

动场所%即"

#

#广泛交流"

)

#传递信息"

!

#学术交流"

M

#

社团活动"

K

#自我教育与服务&它不仅仅是一处物质

产品%而更重要的是一处精神文明建设%熏陶感染潜移

默化%寓教育*教学*科研于活动中的课堂%故称之为不

是课堂的课堂%或可称'第二课堂(&这是学校校园建

筑中不可缺少的校园建筑之一&学生活动中心与图书

馆*体育馆%可以并列称之为高校校园建筑的三颗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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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
QX

法实态调查为依据%以理论研究为

参考%我们可以确定清华校园的主教学区的空间里%学

生迫切渴望的就是这样一颗明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对近距离步行范围内饮

食服务功能的需要&校园内的饮食中心除了饮食服务

功能外%如能兼具诸如交流*聚会等其它功能...当吃

完饭后不用匆匆忙忙赶长路到教室%而是把它"食堂空

间#作为一个交流场所%犹如家居的餐厅&创造这样的

交流性的闲适性餐饮空间文化同样符合学生活动中心

的核心内容...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功能*多元交叉的

活动场所%为学生提供一个交往的条件&

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清华主教学区空间更新规划设

计原则一!清华大学这所大型校园教学区中需要兼具餐

饮功能和学生活动中心功能的建筑来完善教学区功能&

!')

主教学区步行系统路网模式的确立

大学被喻为'未来富有生命活力的城市根基所

在(&一所规模较大的校园%就相当于一座小城镇%在

这个'城镇(里%最便捷*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便是自行

车&目前清华主教区停车现状是一片拥挤*杂乱无序%

而最为糟糕的是%此区域为每年交通事故频发区&这

如同城市中所遇到的停车交通问题%只不过在校园里

造成问题的原因是自行车而非汽车&

就汽车作为首要交通工具的迅猛增长对城市空间

设计模式带来的影响%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早期&以柯

布西埃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将重新解读都市生活本

身作为城市空间规划*设计的依据&热烈推崇高楼林

立*交通穿行的开放式城市空间模式%而当它被具体实

现时...所提出的城市方案%都缺乏任何将部分结合

为整体的要素&二战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现代主

义运动完全忽视了一个曾经是都市生活中基本的要

素!步行者的领域+

!

,

&

重叙这段历史%意欲类比交通工具对空间模式设

计的影响%同时提醒我们不要犯相同的错误&无论研

究的区域大小如何%这种被历史证明了的人类都市生

活中的基本要素'步行者的领域(不应该*也决不能再

被设计师忽略&

清华的主教学区是作为基础科目教学的教育场所%

预估主教学区学生服务容量为
#)"""

人"

Mh!A""h

*"]

#%按学生人均一辆自行车计"此为调研结果%教师

为
#'K

辆)人#%

#)"""

辆自行车的停车面积达
)#A""

E

)

"

#'*E

)

)辆#%超过拟建规划面积的
#"]

&如此大的

面积需要%按校园现状%仅靠楼前空地*人行道及其它零

碎空间解决%毫无疑问会出现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交通

要道拥挤*杂乱现象&而步行者的领域又理所当然*毫

不留情变成横冲直闯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领域&

大型校园作为特殊的城市空间部分%结合解决城市

空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是清华主教区交通问题得到解

决的可行方向%即自行车流的交通规划结合集中自行车

停车场的合理布置&如此以确保能给校园的各功能区

带来真正的交流空间%步行者的领域得以真正的尊重&

在校园内实施这种城市空间问题的解决方案%同

样会遇到来自于使用者生活习惯的挑战&一是抄近

路&只要是车轱辘能撵过的地%对学生来说就是路&

为了避免这种可能造成步行区的名存实亡%在步行区

边界必须以设计手法解决%台阶*水域等都是可采用的

方法$二是集中停车方式的不习惯和停车位置需要越

接近建筑越好&这也是一个开始时必须强制性解决的

问题&犹如居民住宅小区的停车方案%从随意停放到

集中停放%再到半地下*地下停放&这种方式最终为学

生所接受%规划者必须有信心&当步行区域的交流成

为学习生活中的令人兴奋和愉悦的部分%这种行为方

式便不再是一种负担&甚而%籍以它的出现%真正消除

学习生活的单调及人际关系的冷漠&

更新规划设计原则二!自行车流的合理规划结合

集中式自行车停车场的步行系统路网模式$以主教学

区潮汐式人流量分布"学生主要宿舍区位于主教学区

北部#%确定步行区放射状道路网格局%路面截面宽度

变化与步行流线人流量分布相吻合&考虑这条设计原

则的根本诱因来自
QX

实态调查取样的第
##

*

#!

*

#M

*

#K

*

#A

*

#?

*

)M

条&

!'!

空间环境的整合

自托马斯1杰弗逊规划的弗吉尼亚大学大胆突破

修道院四合院形式%半围合的中轴线左右采取对称形

式布局的三合院式格局就成为传统校园的典型形态&

清华大学的老教学区和主楼教学区均是采用这种格

局%准确的营造了文化性*纪念性*雄伟*典雅的气氛&

而清华大学的主教学区却是与老教学区*主楼教学

区绝然不同的建筑群体风貌&究其复杂的地形*地貌%选

择自由式的群体布局也是这个区的必然&这样的空间形

态理论上为获得更为丰富多彩*更有内涵*更富有个性的

空间成为可能%可现状并非如此%甚至情况还更糟&

从景观设计理论的发展可看到%追求规则与不规

则%从移情手法到'视觉与生理的设计(%进而有'斯德

哥尔摩学派("瑞典#的质疑...现状的可能性- 生活

将怎样在这里展开-

近代设计师则表现为建筑形式的扩散$与周围环

境的融合&追求在几何结构中探索景观与建筑之间的

联系%以建筑的秩序为出发点%将建筑的空间扩展到周

围的庭院空间中去%等等&

当代景观设计师的表现更为积极和富有创造力%

作品力求反映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简主义等当代

艺术思潮的精神内涵&

手法如此多样%如何选择%依据在哪里- '勒1诺

特的古典主义*当代的极简主义艺术和早期现代主义

D#

第
A

期
!!!!!!!!!!

李效梅!等%

QX

法在清华主教学区空间更新中的尝试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是形式的再创造和对纯净和精

神力量的探索&("沃克#

M

它为主教学区景观空间更新

设计带来新的理解&

'形式的再创造(%需要创造的基本元素可以从与

周边的空间比较认识入手%即从
QX

实态调查第
#*

*

#D

*

)"

*

)#

条入手%可知现状空间特征!无围合空间*无

轴线或理解为斜轴线的六教空间*分异性无统一感*杂

乱$需要的空间及元素!绿色小花园*水景*休息场所*

趣味场所*思索的空间*空间的序列*区域空间氛围的

统一感受&

更新规划设计原则三!由现有空间特点%融合设计

原则二%以线形视觉串接功能空间$流线结点空间扩散

形成功能性广场%视觉空间结点以创作性作品为标注%

即'对纯净和精神力量的探索(的启示性作品&

M

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

以主教区空间更新规划设计原则指导的概念性方

案设计如图
!

所示&

图
!

!

清华大学主教学区空间更新概念方案平面图

#

#结合主教学区内基地高差"三*六教以北地段#%

学生活动中心设计为半地下空间%以减少噪音%增加室

外绿化*景观空间&

)

#校园中集中式自行车停车场的设置结合建筑*

利用平台*或地势高差设计成地下式或半地下式&

!

#以主教学区从北向南的潮汐式人流量分布特征

"学生主要宿舍区位于主教学区北部#结合主教区东南

部分的空间机理%设计南北放射性步行及视觉主轴作

为现存轴线的发展&

M

#流线结点扩展为'谈话广场(*'银杏中心广场(*

'水瀑街景广场(&视线结点需要艺术性创作%勿需一

次完成%可邀请当代艺术界优秀工作者创作*构想!在

沿河自然绿地间设计类同'泰纳喷泉(的思索空间$在

围和院内设计为沉思的庭院空间%如'禅的庭院($斜街

与水幕*水池的结合$银杏中心广场的设计可以有耐人

寻味的历史印记%如!明尼阿波利斯市联邦法院大楼前

广场式样55

K

#放射主轴界定的西侧空间%为河岸护坡的自然

式设计风格%结合生态主义的思考%诠释人造的自然和

真正的自然间的辩证关系&河清草绿*鱼游浅底是未

来时间轴上的生态景观&

A

#东西空间的对比%强化了占主导部分的东侧景

观空间的理性与功能性%符合主教学区的精神气质&

?

#

QX

法实态调查显示%主楼教学区及主教学区的

学生在去'万人食堂("现有规模最大的学生食堂#方向

时%均希望有直线式便捷路线"现状为正网格路网#&

'便捷性(这一行为习惯在设计中以在学生中心广场及

沿河绿化部分规划可延伸至万人食堂的斜街而得以体

现&不仅符合'便捷性(流线需要%同时加强*丰富*统

一了这个区域的线性肌理&

K

结语

本文主要是以实例来说明
QX

法建筑策划在具体

项目中空间更新与规划设计方面的具体运用%因篇幅

原因没有再对建筑单体的理性设计思路的获得进行论

述%而事实上%在
QX

实态调查表的第
!

*

K

*

A

*

?

*

D

*

#"

*

##

*

)A

*

)?

条的内容上已经可以分析到一些针对建筑

单体的合理设计思路&

建筑策划尤其是
QX

法的策划理论运用%其可操

作性的优点%使设计构思与创意摆脱了空中楼阁*意想

天开的质疑&建筑策划环节是项目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获得理性设计的根本%并为设计创新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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