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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的角度论建筑的功能、空间和形式的关系 

陈曙光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要】说到建筑设计，我们不得不提到建筑师常挂在嘴上的建筑功能、建筑空间以及建筑形式这些内容，建筑师也往往会从功能、空间和

形式等不同的角度来开始建筑的构思。那么这三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彼此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将就上诉两个问题从设计的角

度逐一进行一些探讨并以工作中的遇到的实际案例加以分析。以期让我们在着手进行一个建筑设计时可以判断从哪一个角度来进行构思。 

【关键词】建筑空间；平面功能；外在形式 

 

1 建筑的功能、空间与形式的定义 

1.1 建筑功能 

建筑功能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建

筑功能，不仅是指我们平时所说的建筑物本身的用途这些物质层面

的作用，还包括有建筑物对人或社会乃至对人的精神层面所产生的

作用。就在物质功能层面而言，建筑需要满足提供人的活动空间，

同时具备了坚固、防护、保温等功能要求。而在精神层面，建筑也

常常会具备如象征性、纪念性以及文化传承等社会功能。限于此文

的篇幅，以下讨论的主要是指物质层面建筑使用上的功能。 

1.2 建筑空间 

建筑空间的定义非常宽广，一般是指具有某种使用功能的建筑

内的场所和区域，通过它的形状、尺度、比例和组织关系等来实现

建筑的使用功能。从室内外的关系来看，建筑空间的类型可分为室

内空间、室外空间以及过渡性灰空间；从公开性来分又可分为公共

空间、私密空间以及半私密空间。70 年代后的设计领域，建筑空间

的概念继续向建筑场所的方向发展，强调建筑的空间必须融合人的

使用以及活动的发生。 

1.3 建筑形式 

要得到一个明确建筑形式的定义是比较难的。本文所要讨论的

建筑形式，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结构、构造、材料组合而形成的

外观造型。建筑形式是建筑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在人们还没有进

入到建筑空间之前，对建筑形成的直接视觉感受。 

2 建筑功能、空间与形式三者的关系 

2.1 建筑功能与形式的关系 

在实际的建筑设计案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并不能简单的采用

形式决定功能，或者空间限定形式等方式去归纳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发现在建筑设计的时候，有些建筑是从功能出发来进行设计，

有些建筑会从空间出发甚至从形式出发来进行设计。对于后一种，

人们可能会觉得最终得出的结果过于形而上了，但这却是建筑师常

用的设计手法之一。建筑的功能、空间和形式三者并不是简单的从

属关系或者说并列关系。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对建筑的功

能做一种全新的归类方式。根据建筑功能的不同，我们将其分为强

尺度逻辑类建筑功能以及弱尺度逻辑类建筑功能。 

我们把住宅、教育、医疗类等功能性建筑归类到强尺度逻辑类

建筑。这一类建筑，它的平面单元尺寸具有非常强烈的逻辑推理。

比如住宅类建筑的室内空间，空间的尺寸基本上是由各种家具的常

规尺寸以及人的使用空间尺寸计算所得出的。这样的建筑功能往往

具有尺寸及模数的固定性，整个建筑平面往往也是最小单元的重复

组合。所以我们会发现，无论户型怎么变化，相应功能的房间尺寸、

尺度都大同小异，在空间高度上也因为人体使用模数而变的比较明

确。这一类建筑，我们常常就从功能出发进行设计，最终形成一个

由多个固定单元组合而成的空间体量，建筑形式是最初平面功能在

垂直方向延伸而形成的外在形态。 

 

人体尺度及空间活动尺寸的研究 

第二类建筑，例如图书馆、展览馆、客运站、纪念馆等。这一

类建筑，在平面尺寸上，往往并不具备一一对应的建筑模数，或者

说其建筑平面的尺寸在设计的时候具备一定的伸缩性和延展性。像

这类空间的尺寸与平面功能之间的逻辑相对较弱的建筑功能，我们

把它归之为弱尺度逻辑类建筑功能。在设计这类建筑的时候，设计

师可以考虑更多地从建筑形态出发去打造。最终设计产生的建筑形

式，除了能够满足建筑的基本使用功能外，可能还具备如下几个特

征。第一，建筑形式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特征。例如，日本建筑师

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体育馆，其新颖独特的建筑造型正是取自日

本传统民族建筑中的形式，设计在满足体育建筑功能的同时体现了

建筑师对日本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建筑形式相结合的探索。第二，

建筑形式表达象征意义。例如，悉尼歌剧院，它的屋顶造型就像一

张拉满的风帆，又像是一片片洁白的贝壳。这样的建筑形式使得悉

尼歌剧院最终成为了悉尼海边一道亮丽的风景，也让该建筑成为了

悉尼的标志性建筑与城市名片。第三，审美需求对建筑形式的影响。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于建筑形式的审美是不同的。建筑的审美从

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一到现在一直在变化并且对建筑创作

的领域起到很深的影响和作用，建筑的美学也一直反映了不同时期

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形式美的探索。 

  

悉尼歌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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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体育馆 

2.2 建筑的空间与建筑功能以及形式的关系 

建筑空间的营造与建筑的功能和形式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比如说类似于体育馆和音乐厅这样的建筑，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建

筑功能，对内部空间形式及其容量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在这些特定

功能的建筑中，空间不仅需要满足内部功能使用需要的平面尺度和

空间高度，还要对空间进行声学效果、视线角度和可视距离的分析。 

另外，在建筑设计师的眼里，空间所包含的范围也很广。建筑

空间不仅是指由建筑六面实体所围出来的封闭空间，包括一些标志

物、一些类似顶盖或者雨棚，一些高差处理甚至材料的变化，都限

定出不同空间。不同的空间处理手段也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建筑外在

形式，因为建筑形式往往是建筑物内部空间直接的外在表达。因此，

对于建筑空间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

内部空间与外在形式的吻合度。当建筑的内部空间与外在形式吻合

度高的时候，建筑往往是趋向于简洁和实用的。反之，当建筑的内

部空间与外在形式吻合度较低的时候，建筑往往表现出特别是在外

在形式上表现出复杂性与装饰性。 

3 设计案例 —— 银川图书馆（含方志馆/音乐厅）项目 

此项目位于银川市金凤区的银川文化园内。其建成后的功能除

了图书馆外还将包括二个独立的空间功能：音乐厅和方志馆。该建

筑总建筑面积 39542 平方米，其中图书馆部分藏书量为 150 万册，

阅览座席 1500 座；音乐厅设计为 716 座的专业甲级音乐厅；方志馆

为 2000 平方米的小型综合型展示馆。最终项目将设计并落成为一个

多元的城市文化综合体，一个代表银川城市文化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根据功能要求，图书馆、音乐厅及方志馆三个部分需要各自独

立，而图书馆是这三个功能中面积最大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所以放在

中间位置，方志馆和音乐厅放在图书馆的两侧；为了让每个功能都

有独立的明确的标志和入口，也各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所以错动

体块，把方志馆和音乐厅部分向两边旋转，最终形成了如同三叶草

般的往三个方向延伸的建筑形态。建筑每片叶子代表一个独立的明

确的功能，也有良好的采光和通风，中间部分就是可以独立对外的

休闲水吧等公共区域和后勤辅助入口。就这样，设计不仅在满足了

业主提出的要求，也完成了建筑从功能到外部形态的转换。 

 

银川图书馆（含方志馆、音乐厅）项目建筑及室内方案设计图 

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现代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管理

方式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图书馆已经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

型，现代图书馆强调自由和开放，交流和共享，而且图书馆的功能：

也从单一的图书借阅、自修学习延伸到文化阅读、创意设计、休闲

娱乐、教育培训、商业服务等等方面。因此在内部空间的设计上，

我们把图书馆的空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到二层，是读者

使用的，公共的，开放的，外向的：比如入口门厅、独立书店、休

闲水吧、亲子阅读等；第二层次是三到五层，也是读者使用的，是

安静的，内向的，比如各种分类的开放阅读，研究室，会议室等；

第三层次是内部管理层次和辅助功能，包括办公和管理用房以及设

备用房等，这部分有独立的交通和流线与读者流线分开。音乐厅的

空间也分为四个层次：属于观众的空间；属于表演者的空间；为演

出服务的空间以及音乐培训空间。方志馆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分

为 2 个层次：以参观和读者为主的展览和学习的空间；以内部管理

为主的办公辅助空间。 

图书馆立面形态从功能出发，设计一个简洁的造型：一片三叶

草。三叶草在草原很常见，我们想用一片白色的三叶草，象征草原

上简单又顽强的生命力：以白色陶板做一片三叶草，轻轻长在红土

地上——这是一种简单的宁静的美，美在单纯、含蓄、轻柔的艺术

态度：在夜色漫漫中轻轻闪亮，在花儿与少年的旋律中轻扣你的心

弦。 

整个建筑外在形态从功能出发，同时有结合了三叶草的寓意。

三叶草在草原很常见，象征草原上简单又顽强的生命力和一种简单

的宁静的美。 

智能化系统设计中依据图书馆的特点进行定位，并按建筑的绿

色、节能、环保等为设计宗旨，完善智能化的功能，将本建筑建设

成为本项目的一个亮点，同时让图书馆成为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窗

口。 

4 结语 

无论建筑的功能空间与形式存在怎样的关联，也无论建筑设计

该由哪个角度出发来进行创作，建筑设计始终是一门有理有据严谨

的科学。它包含了使用尺度、空间、材料、结构、构造、美学、文

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考量和推敲。通过建筑的功能、空间和形式关

联性的探讨以及实际案例分析，有助于我们在建筑设计时统筹考虑

建筑功能、空间和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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