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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馆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
摘　要　由于纸质文献及新的服务项目和内容的不断增加 ,新馆的基建规模仍需扩大 ,设计中应

注重文化氛围的营造。建筑应做到施工设计配套 ,使用功能合理配置。应从声区设置、业务流程、

场馆利用率等方面考虑功能布局。新馆从设计到施工都要考虑利于节约能源。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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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 ,各级政府加大文化设施投入力度 ,全国
各地纷纷建设新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建成 ,对当
地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浙江图书馆新馆于 1996 年 4 月开工 ,1998 年 1

月建成。1998 年底开放 ,到现在 ,投入使用已四年多
时间了。作为新馆的建设、使用和管理者 ,笔者认
为 ,浙江图书馆新馆的整体设计是比较成功的。其
成功之处在于能根据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进行设
计 ,功能完整 ,布局基本合理。在投入使用后 ,基本
能够实现设计者的设计意图。四年来 ,新馆每年平
均接待读者都在 150 万人次以上 ,读者和工作人员普
遍反映新馆环境舒适 ,设施完整 ,文化氛围浓重 ,读
者利用和员工使用都比较方便。当然 ,笔者也看到 ,

由于设计本身的一些不足 ,给施工带来了一些困难 ,

同时也给建成后的使用、管理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
题和遗憾。在与兄弟省市新馆建设经验交流以及参
加一些新馆方案论证时 ,也经常会发现一些比较相
似的问题。笔者认为 ,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 ,将有助
于图书馆功能的更好发挥。现将其中带有共性的问
题及由此引发的思考整理成文 ,希望能对正在建馆
或准备建馆的同行们有所帮助和借鉴。

1 　关于图书馆的建筑规模
近年来建的新图书馆 ,由于其面积已超过原有

馆舍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一般都认为这样的规模和
容量在几十年内是足够用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有了
网络 ,有了电子出版物 ,加上资源共享 ,图书馆面积

的扩大就显得不重要了 ,甚至有人还认为可以缩小
建筑规模。根据我馆建成后的使用情况来看 ,上述
观点有失偏颇。其一 ,通过网络、电子出版物和资源
共享来获取信息 ,必须利用一定的设施和设备 ,而目
前 ,能够十分方便地利用这些设施和设备的读者还
在少数。其二 ,即便这些设备和设施较为完善 ,在一
个中、老年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国家 ,这些群体多年形
成的阅读习惯也是很难在短期内改变的。更何况 ,

两种阅读方式个人所要承担的费用相差很大。其
三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传统的印刷型文献的收藏和
利用还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电子文献的发展 ,起
到了补充和丰富图书馆的服务载体和服务内容的作
用 ,但无法取代纸质文献。况且 ,网上以全文存取的
信息资源数量十分有限 ,而网上资源的鉴别、选择比
纸质文献更加复杂。就以我馆来说 ,网上读书卡已
在全省发行近一年时间了 ,但发行情况不容乐观 ,多
数的读者还是选择印刷型文献。其四 ,随着信息社
会的不断进步 ,图书馆服务功能的不断拓展 ,也需要
更大的服务空间。过去 ,图书馆主要是为读者提供
印刷型文献的借阅服务 ,而现在 ,图书馆加强和扩展
了信息资询、教育培训和网络、电子文献、报告、展览
等多种载体多样形式的服务。这些都需要与之相适
应的空间和场地 ,需要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

2 　关于图书馆文化氛围的营造
图书馆建筑是一个文化载体。除了它保存、积

累文献和传播知识的特性以外 ,建筑物本身也应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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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营造与图书馆特性相映衬的文化氛围。这一点 ,

大家都能认同。在此 ,笔者着重就营造文化氛围方

案提出的时间性和方案的整体性问题谈几点看法。

设计者在设计图书馆方案时 ,往往先完成建筑

物本身的整体方案、内部结构方案 ,再根据确认的方

案绘制施工图。整个过程比较注意外形的协调性、

结构的合理性和施工的可行性。而一般少有顾及文

化氛围方案的考虑。土建结束后 ,装修设计师主要

关注的是满足建筑空间装潢、修饰的需求 ;待这些步

骤都完成了 ,再由美术设计人员作人文景观的配套

方案。这种各行其是 ,自成格局的做法 ,因缺乏统筹

考虑 ,往往导致方案与环境氛围的不配套和不协调。

有的美术设计人员不能很好地理解原设计者整体方

案的意图 ,无法创作出与整个建筑充分和谐、相互烘

托 ,甚至画龙点睛的作品。有的美术设计人员虽然

理解了原设计方案的设计意图 ,并根据图书馆的服

务特性构思出了很好的作品 ,却找不到塑造这个作

品的空间。这种“分段设计”产生的作品 ,在很多情

况下只能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其结果是建

设者不满意 ,上级领导不满意 ,读者也不满意 ,没有

达到应有的效果。

图书馆建筑不像体育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

场所 ,可以以自身的专业主题来选择、构思各自的创

作方向。图书馆对人类文化信息的广泛的涵盖性和

服务社会的多重功能性 ,决定了其文化氛围设计的

高要求与高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始制定方案时

就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意见 ,包括室内空间的 ,室内空

间和外环境空间之间的方案。在一开始就把体现图

书馆建筑特征又高于该特征的文化氛围设计放到整

个建筑设计的重要位置 ,使景观和建筑浑然一体 ,相

得益彰。例如浙江馆新馆主楼正门两侧用花岗岩制

作成的“竹简”,作为建筑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完全

融入了建筑主体 ,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深刻的文化内

涵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又如上海图书馆

的文字浮雕“上下五千年”,山东省图书馆新馆大厅

内的图案浮雕“中华历史现代未来”,以及浙江省武

义县图书馆新馆外墙上的文字浮雕《宿武阳川》,等

等。这些与建筑本身同期设计和建设 ,并和建筑互

相映衬、互为烘托的好作品 ,自然地营造了一种浓厚

的人文环境 ,能够让读者在非常和谐、自然和舒适的

环境里高效率地学习知识和获取信息。这种创意与

设计将图书馆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融合了

起来。当然 ,分阶段设计也有很成功的可能性 ,但建

筑与人文景观同步设计是较为实际、节约、有效的工

作思路和方法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关于建筑设计的配套
311 　施工设计的配套

为了赶进度 ,很多图书馆建设者都会在施工图

未完全出齐的情况下匆忙开工。例如 ,比较典型的

是拿到了土建施工图纸 ,而在安装图纸尚未出图的

情况下就开始施工 ,结果待安装图纸出图后出现很

多矛盾 ,有时甚至引起大面积返工。不但成本提高 ,

施工进度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还会给建筑造成使

用上的遗憾。如我馆阅览区的净高 ,原土建设计按

要求为 4112 米 ,建成后的净高应为 3120 米。由于土

建施工开始时安装图纸尚未出 ,待土建完成 ,进行安

装施工时 ,所有的管道只能走在井字梁下 ,整个吊顶

下压 ,最高处也只能达到 3105 米了。这个高度在一

般居室中是可以的 ,但在上千平方米的阅览区 ,读者

就会感到比较压抑。建筑的空间浪费了 ,而且增加

了施工的环节 ,增加了资金投入。如果在土建开始

前的图纸设计阶段 ,就把土建和安装作为一个配套

的整体考虑 ,在井字梁体中预留好安装各类管线的

孔 ,同时处理好其他节点上的问题 ,既可方便安装工

程的施工 ,减少安装管道支架的时间和费用 ,减少不

必要的返工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建筑空间的浪费 ,提

高了阅读空间的舒适度。这虽然是一个常识问题 ,

但近几年却经常会出现一些“反常识现象”。究其原

因 ,应该说是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

图书馆建筑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工程 ,领导一旦

拍板 ,一般都要求大干快上 ;图书馆的同志也是一样

的心情 ,盼了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又担心动得慢

了对争取资金不利 ,于是就仓促上马。造成这种现

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目前设计单位的责任规范尚不

健全 ,设计单位不必对设计过程中由于设计方的原

因造成的返工和损失承担经济责任。对于后者 ,属

于建筑行业设计规范的问题。但对于前者 ,我们应

引起高度重视 ,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是急于求成却欲

速不达 ,只能给国家造成损失 ,给工程带来遗憾。我

们只有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和实事求是的方法去

对待建设的速度和质量问题 ,严肃对待和珍惜国家

的每一分投资 ,认真做好建设前的图纸会审和整合

工作 ,才能确保图书馆工程在速度、质量和投资上不

出问题或少出问题。

312 　使用功能的合理配置

如前所述 ,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在不断扩展。过

去 ,图书馆主要是为读者提供印刷型文献的借阅服

务。而现在 ,图书馆增加了信息咨询、教育培训和以

网络、电子文献、报告、展览为载体的服务。要真正

适应这样一种需要 ,在图书馆各项功能配套设计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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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要有两个明确的立足点 :即有利于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 ,有利于图书馆产业的发展。

近几年新建图书馆的功能配套设计已经大大拓

展了原有的思路。如同层高、同柱网、同荷载等灵活

多变的设计理念贯彻 ,综合布线和智能楼寓等现代

化手段的运用 ,多媒体、网络、报告会、展览等新载体

服务平台的开发 ,全方位展示了一个现代化图书馆

所具有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 ,有利于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但在目前的图书馆建筑设计中 ,设计人

员 (包括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在设置这些功能项

目时 ,对图书馆传统功能的发展需要考虑得较多 ,而

图书馆拓展的文化功能 (包括产业的) 发展的需要就

考虑得少一些。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对公共图书馆发展文化产

业的认识。总体而言 ,公共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公

益性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 ,其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

拨给。但鉴于目前国家财政不很宽裕的情况下 ,图

书馆积极地、合理地发展文化产业 ,有其必要性和紧

迫性 ,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主动为国家分忧的具

体体现。有利于增强自身实力 ,有利于拓展和深化

服务。因此 ,图书馆传统服务功能与拓展新的文化

教育功能两者从原则上来说并不矛盾 ,是相辅相成

的。都是用于体现图书馆信息传播和社会教育职

能 ,都是为提高公民素质提供必要条件的。但到实

际设计时 ,是有差别的。前者虽然也追求服务功能

的全面性 ,但往往是以传统项目为主。这种观念下

设计出的方案 ,传统项目占的空间比重很大 ,而新服

务项目占的比重则较小。如我馆 ,在 34 000 平方米

的建筑中 ,阅览区 16 000 平方米 (含开架借阅) ,书库

8 730 平方米 ,传统项目区域面积为 24 730 平方米 ,

占整个建筑的 73 %。而电子阅览室、多媒体阅览室、

报告厅、展览厅四项面积相加只有 2 475 平方米 ,为

传统项目的 10 % ,占整个建筑的 8 %。这样的比例通

过实际运行已显示出明显的缺陷和不合理性。

目前 ,很多新馆的设施和设备都达到了相当先

进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因素就显得更为重

要。但就目前的经济条件 ,要留住人才却很难。因

此 ,新馆建设初期就必须为改善图书馆工作者的生

活条件 ,留住人才而考虑图书馆产业的发展问题。

两个发展问题一起考虑 ,在功能配套的设计方面为

图书馆的新拓展项目 (包括产业的) 发展留有更大的

空间和余地。根据对国内这方面运行得比较好的一

些新馆 ,如首都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的考察 ,结合我

们馆的运作实际 ,笔者以为以下功能配套的 (面积)

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以 30 000 平方米的建筑为例 ,阅

览区为 25 % ,书库为 30 %(不用吊顶 ,可以充分利用

层高) ,电子文献为 5 %(含电子阅览室和多媒体阅览

室) ,报告厅为 4 %(可以大小各一个) ,展厅为 5 %(可

以大小各一个 ,必要时可以连通使用) ,网络中心为

1 % ,信息中心为 1 % ,教育中心 3 % ,学术会议中心
(大小会议室若干个) 5 % ,大厅、目录厅、公共通道

12 % ,行政中心 (含管理、后勤、保卫等) 6 % ,读者服务
(含咨询台、书报亭、小卖部、存包部、电话亭等) 3 %。

当然 ,这仅仅是一个参考数 ,还要根据各馆的实际情

况 ,如实际面积、藏书情况、发展方向、主要读者群

体、社会对图书馆利用的可能性、易用性等多方面来

综合考虑和调整。

4 　关于功能布局
根据笔者的经验和调研 ,结合其他馆建设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 ,就馆内功能布局提出如下建议 :

411 　从声区过渡的方法考虑布局

所谓“声区过渡”,就是从有声区 (闹区) 到次声

区 ,再到无声区 (静区) 的空间过渡设计 ,即把报告

厅、展览厅和多媒体、教育、会议等用房作为一个单

元集中布局 ;把阅览、查询、研究、自修功能用房作为

一个单元集中布局。中间以公共通道、目录大厅、检

索处、办证处来过渡。避免嘈杂声的交叉影响。

412 　从功能和业务流程考虑布局

较大规模的图书馆一般按文献类型来设置阅览

区域。如图书会分成自科、社科、中文、外文等 ,报刊

类又会分成现期报刊、过期报刊、外文原版刊等。分

门别类是为了方便管理与利用 ,但如果把它们完全

分隔开来 ,各成一室 ,又会产生读者利用不便 ,工作

人员增加等弊端。如果我们在空间设计时把同一类

型的文献安排在相对分隔、又互为连通的功能区域

内 ,既可便利读者 ,也减少了工作人员 ,降低了管理

成本。还有像寄存、信息服务、读者咨询、OPAC 检索

等服务项目 ,都应尽量布置在读者一进图书馆就能

看到的方位。

413 　从场馆利用率考虑布局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一般在上午 8∶30 开馆至下午

8∶30 闭馆。但像报告厅、多媒体阅览室、教育中心等

部门往往要延长开放时间。如果按常规设计 ,即便

把这些部门都放在一起 ,但若在通道、空调系统的设

计上不加通盘考虑的话 ,这些部门延长开放时间就

难以实现。因为同一通道会增加已下班区域安全管

理的难度 ,中央空调也不可能为一个区域的需要而

浪费不必要的电能。因此 ,在功能布局设计时 ,除应

尽量把可能延长开放时间的部门安排在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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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同时应为这些区域设计与其他区域可合可分的

通道 ,以及单独通向户外的通道。照明、空调也应单

独设立运行系统 ,以保证这些服务功能的充分利用。

另外 ,像计算机网络中心、通讯机房、监控中心等部

门应尽可能设置在建筑的中心位置 ,以避免传输线

路过长引起的信号衰减和维修、维护的困难。

5 　关于节能的考虑
增收节支工作是图书馆各项工作持续发展的一

个重要环节。节约能源 ,利国利馆 ,是新馆建设中就

必须予以关注的课题。

511 　水能的节省

目前的公共建筑对外环境都有相当严格的要

求 ,一般都要留有一定的广场空间 ,绿化面积一般都

要达到 45 %以上。广场和道路清洗用水 ,尤其是绿

化用水量很大。如我馆 ,道路和广场面积有 1 万多平

方米 ,绿化面积近 7000 平方米。目前我馆的自来水

用量平均每月 3500 吨 ,其中 50 %是用于绿化浇灌和

道路清洗。在我馆的东侧 ,有一个 500 立方米的水

池 ,上接山涧的泉水 ,下连泄洪沟。小桥流水 ,主要

作为景观之用。在主楼的正面阶梯下 ,还有一个长

40 米、宽 215 米、深 2 米的集水井。主要收集广场雨

水和部分地下水 ,并通过管道排往马路的下水道。

当时设计时没有考虑过这些天然水的再利用 ,让它

白白流失了。如果当时设计时能在这些蓄水池边安

装水泵和铺设管道 ,虽然投资会大一点 ,但现在每年

扣去抽水用电 ,可节约 3 万多元 ;更重要的是可以废

物利用 ,为国家节约日益紧缺的水资源。目前 ,我馆

的天然水的再利用工程已在考虑中 ,但其耗资、耗时

都将是建馆施工时的几倍 ,而且还会影响正常的业

务开展。

512 　电能的节省

图书馆是一个耗电较大的场所。根据我国文化

事业经费还比较紧张的现实 ,如何节约有限的行政

经费 ,把它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

非常现实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虑

节电问题 : (1) 加大自然采光面。如加大阅览区域窗

户的面积 ,顶层阅览区域可做一些大天窗 ,并采用卡

布龙板吊顶以防眩光。跨度大的建筑 ,一定要在其

间设计用于采光和通气的庭院。天气晴朗阳光充足

时 ,基本可以采用自然光。(2) 科学设置照明控制线

路。现在的阅览区都是大开间 ,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

开间一般均在 600 平方米以上。像我馆最大的有

1600 平方米 ,最小的也有 700 平方米。在这样大的

区域里 ,照明线路的控制是节能的关键。只要我们

把照明控制线路沿窗户平行排列 ,就可以根据室内

的实际需要来控制用电。如我们以建筑物中心作为

自然光照的最差位置 ,当天气晴朗、阳光充足时 ,只

要打开中心位置的灯即可满足照明的需要 ;当阳光

不足时 ,我们也只要根据阳光不足的程度和阅读的

实际需要 ,向窗户方向依次开灯扩大光照范围就可

以了。而现在一般的布灯设计 ,采用矩阵式的较多。

这样的设计 ,可能会给安装和今后的检测、维修带来

一些方便 ,但从实际使用来说 ,不管需要与否 ,要么

不开 ,要么全开 ,用电是很浪费的。经测算 ,在满足

阅读照明需要的前提下 ,两者耗电相差近一倍之多。

以阅览区 (含开架借阅) 面积达 116 万平方米的我馆

来看 ,两者年用电耗资相差达二、三十万元之多。
(3) 尽量采用自然通风。为追求建筑外观气势 ,很多

图书馆设计师都把建筑物的窗户设计成幕墙式的 ,

不能开启。为保证内部空气清新 ,又设计一套新风

系统。这套系统本来只是空调运转时使用 ,可由于

图书馆读者流量很大 ,为保证空气流通 ,这套系统就

一年四季不能停了。这种设计 ,外观可能较漂亮 ,但

投入使用后耗电增加了 ,使用成本提高 ,而且还达不

到自然通风的效果。因此 ,无论从节能还是保证室

内空气质量要求出发 ,图书馆都应提倡采用自然通

风。(4) 用电量化控制。即在设计时就将各区域的

线路按可控制的要求来布置 ,并在各区域线路的起

始处安装电表。随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不断加

强 ,这种设计 ,对于实施把节约用电作为一个考核指

标 ,并和部门、员工经济效益挂钩的管理模式 ,提供

方便 ,且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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