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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里·阅览室”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谭雅丽

《科研》2015 年第 52 期 指导教师：王雨龙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求从基本生理要求的满足逐步向心理与文

化领域的更高层次推进，图书馆不仅仅是学习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思想与情感交流的地方，

人们对图书馆运用空间与阅览室周围环境空间也越来越重视，简单的物质空间缺乏了生活的

情趣，容易造成精神上对环境的空虚感和孤独感，然而图书馆绿化的设计正是要打破这种简

单化的物质空间，通过创建带绿色与生机的学习空间，来改善阅读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生存

的空间，恰当的绿化装饰，则使室内环境高雅，清新，起到任何物品起不到的装饰效果。所

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化装饰来装饰生活，室内绿化装饰已成为现代生活设施与园林绿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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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方高校图书馆阅览室现状分析

相比较国际上流行的大学校园内图书馆阅览室室内景观设计而言，国内各大高校的图书

馆阅览室室内绿化设计还是停留在初始阶段，就目前来说，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和完整的

理论框架。而近现代，关于国内大学校园内图书馆室内景观绿化设计的论著相对较少。

高校图书馆阅览室是广大师生获取学习与研究资料，自我学习的重要场所之一，它为老

师和学生提供其一定完善自我与拓展学习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图书

馆的设计之初，是希望它能带给师生们愉快舒适的阅读体验。但是现在绝大部分的图书馆还

是翻修与改良性设计缺乏，导致整体设计与功能呆板，学生使用感受不佳等现状。

（一）注重建筑功能性设计

现在多数大学校园中，针对图书馆的重点方面是在必备的功能性特征设计，同时也在不

断尝试着拓展其功能性的多元化，在不断注重功能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其设计美观性与学生

的使用感受，造成整体的设计感较差。

还有一部分高校，主要是从建筑设计或周边景观绿化等角度进行研究，真正从大学校园

内图书馆阅览室角度论述的书籍或设计项目少之又少。多数的建筑表现力多集中在它的内外

空间使用及形象特征上，更多的是增加室外景观的绿化设计，忽视了室内的绿化空间设计。

（二）强调图书馆周边景观设计

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建筑，如果配以绿化设施，从美学上说，使建筑整体形式与周边自然

景观相融合，不仅可以丰富建筑的艺术构图，还可以增加清新的色彩调和与建筑的艺术气息，

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室内外绿化设计的统一性是图书馆环境均衡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室外的绿化不仅能美化环境，衬托建筑物，增加艺术效果，最重要的是：在图书馆周围适当

配以绿色植物，可调节室内外温度和湿度，改善局部小气候，而且可减少噪声。而室内的绿

化，可放置观叶植物，它的枝叶有滞留尘埃、吸收生活废气、释放和补充对人体有益的氧气、

调节气温等作用，同时，现代建筑的装饰多采用了各种对人们有害的涂料，而观叶植物它本

身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吸附这种有害物质的能力，可减轻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

二、北方高校图书馆阅览室存在问题

图书馆阅览室应该有适宜学生学习以及研究的良好学习氛围，为学生读书提供适宜的场

所，舒适的桌椅，以及宽敞、明亮、整洁，怡人的环境，安静的气氛，可以有效的使读者一

走进阅览室就会被其浓厚的学习气氛所感染，建立起自觉的学习意识，激发学习研究的积极

性，应该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

但是，经过考察分析发现得出，最主要的问题是图书馆阅览室室内景观以及营造图书馆

绿色健康的学习氛围相脱节，同时，图书馆阅览室形象设计与建筑功能性设计不统一。其中

最需要去改变的是室内景观绿化不足、阅览室区域视觉语言单一以及室内家具设计元素无新

意。

三、“森林里”阅览室在北方高校图书馆中存在的意义

绿化设计与建筑艺术应相互协调，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建筑、环境、与人的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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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室内的绿化设计与布局，同样是图书馆建筑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阅览室

的环境绿化，更是图书馆馆内空间设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好的绿化设计，能为

图书馆增添了清新的自然气息与文化氛围，并且能够完善图书馆功能与设计的整体统一性。

所谓的绿化设计指的是能提供给人们提供一个环保，节能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室内环境营

造。例如，装饰材料的照明条件，或者色彩配置上的改变，都可以很好的满足多数读者的生

理以及心理等诸多方面的需求。

真正的“绿化”设计，绝对不是简单的运用一些环保的材料，或者使用一些所谓的绿色

装饰材料就能达到的，它涉及到一个设计者的思想以及设计理念，空间与气氛的营造，以及

各种材料的选择和搭配，绿色植物的通风与室内温度的调控以及采光时间等等多方面的因

素。

（一）营造“绿色健康”的学习环境

在设计中，要遵循一个总原则，就是绿化装饰要与图书馆的特殊气氛和总体功能相一致，

与图书馆室外、室内装饰互相协调，在构图比例上和美学的理念上反映出图书馆阅览室为读

者创造了清新优美、宁静和谐，富有自然情趣的学习环境。而在视角上，也可以给人一种愉

悦感，使人心旷神怡。

在图书馆的绿化设计时要考虑为读者提供休息的场所，让读者可以在长时间的阅读，或

者学习后能到一些类似庭园、绿地等绿化带的地方休息和观赏植物，以缓解视觉疲劳，使大

脑得到放松，消除阅读学习中的枯燥和单调感。

（二）增强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色彩方面，根据图书馆的特定学习环境，应以白色为主基调，以绿色为副基调。但在室

内的装饰中配置一些灌木花卉小品，用鲜花点缀绿色，可以使读者在室内紧张的学习间隙中，

获得多姿多彩的色调，起到消除疲劳的效果，从而缓解紧张的学习气氛，放松紧绷的大脑，

增强了学习兴趣，并保证了学习质量。使学生们每天的努力学习不再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能

够有更好的学习效率。但不可大片使用鲜艳色彩，会显得十分突兀，与整体空间不搭。同时，

栽植绿化时，应该要考虑到不同植物不同季节的开花时间与颜色，让植物在四季中变化和丰

富。

（三）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审美趋势

图书馆阅览室绿化设计，要更好的接近学生的审美趋势，所以图书馆绿化设计的主次，

一般应视具体的环境而言。如果图书馆建筑物为主角，绿化则起点缀、衬托的作用，并应尽

量反映出图书馆建筑物的特性。如美国景园大师普哈林在为华盛顿图书馆庭院设计时，就将

绿化的形成符合建筑的母题来反映与突出建筑的特性。反之，若图书馆在环境优美的园林之

中，建筑物就成为点缀，应掩映于绿化之中，使之藏而不挡视线，露而易显风采，将大部分

建筑轮廓“溶化”于绿色丛林之中。图书馆绿化的空间构图中要注意使绿化随图书馆内外空

间序列的展开而布置。绿化可以有疏密、高矮变化，用来表现空间围合与转换及空间的诱导

与特性。

（四）拓展大学生学生的学习方式

传统的学习方式是建立在人被动性的基础上，忽略了人的主动性。拓展大学生学习方式

就是要转变这种被动性的学习状态，把学习转变成人的主动，使学生们喜欢学习，对学习有

一种渴求，从而转变成提升的过程。这是学习观念的根本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学习态度，让

学习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被强迫的不得已的行为，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可控制的精神解放运

动。

四、“森林里”阅览室在北方高校图书中实现的方式与手段

为了丰富环境的空间变化，巧妙的绿化能增加层次感。故在种植时，可将树木的高低、

树冠的大小、树形的千姿百态（比如造型方面可选择圆球形、圆柱形、长方形、三角形、半

球形、悬苑形等等）进行搭配。在室内的植物以绿色为宜，因为绿色可吸收对人眼有刺激的

光辐射，使眼睛不易感到疲劳，被称为保眼色。

植物的管理与栽培要遵照园艺管理的方法进行。如保证通风采光的条件，注重浇水施肥，

修整与防病虫害等。图书馆绿化要注意管理与使用结合，否则植物不能生长良好，便会丧失

绿化美化环境的功能。

（一）新生环保替代材料的运用

图书馆是读者学习和阅览的公共场所，因此采用绿化设计代替以前的污染材料，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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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保证了安全。而且在绿化布局时应突出主景，主次分明，合理配景。根据建筑内外大小

及具体条件，要因地制宜，造成各种文化气息景观。一般采用点（花坛）、面（集中绿化地）、

线（行道树，防护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具体实施布局时应做到：点，要幽静；面，要宽

敞开阔；线，要整齐。如果在建筑物周围再配上富于象征的雕塑，室内再布以形真而规范的

名人肖像，警句格言，加上草坪假山、喷泉流水等等，将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和启迪，以陶冶

情操，净化心灵。

（二）模拟仿真植物造型技术的运用

近年，出现许多室内绢制品、塑料制品的花草树木，其工艺精细，与真的植物非常相近，

而且其价格便宜、耐用，易于清洁管理，对气候条件较差，难以进行绿化装饰的图书馆非常

适用。另外，如在阅览室墙面上挂上逼真的风景画，也同样能为读者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

境。

（三）整体视觉语言导视系统的重设计

在室内设计趋于完善之后，室内多方面的视觉导视设计也同样应该受到重视，要结合室

内设计的功能特点与形式特色，进行相关的整合设计，以此达到整体设计的统一性。

大学校园图书馆阅览室进行全面的分析与重定位，其中包括基础部分设计：图书馆阅览

室功能区域设计，绿色导视系统设计，人流动线合理规划，书籍展示陈列设计等方面。

（四）家具及配饰设计元素的多元化

图书馆植物的选择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定，特别注意选择本地区常见的，并具特点的

植物进行绿化。室内方面，可多配置常绿观叶植物，如蕨类、万年青类、兰花、棕榈、文竹、

龟背竹、绿萝、合果芋等植物，也可点缀一些色彩柔和的其它花色植物，如彩色草、花叶芋、

鸭趾草等。尽量不选择那些色彩绚丽缤纷的品种。这样的色泽给人一种宁静安馨的感觉，使

读者在阅读困倦时，可观赏花木以调剂精神，轻松一下。

在阅览室家具的设计上，同样要融入“原生态”的设计元素，采用自然元素材料进行深

化设计。设计形式上模仿自然的存在状态，进行衍生性的多元化设计，再通过艺术化的美学

观念，进行重组与再设计，以此来达到图书馆阅览室整体空间设计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黄宁.现阶段我国高校新建图书馆建筑设计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4

[2]牛丽文.信息时代大学图书馆建筑设计研究[D].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3

[3]苏少琳.图书馆建筑空间与园林绿化的利用[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