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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与
文化意蕴
王世伟

摘　 要　 文章论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与文化意蕴，并结合全球

国家图书馆的典型案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卡塔尔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

书馆等，从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阐述。 参考文献 ９。
关键词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史　 图书馆建筑设计　 图书馆文化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ｈ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Ｑａｔａ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９ ｒｅｆ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ｈｉ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
ｓｉｇ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９８７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
新馆的落成是全球现代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这一位于北京海淀区高梁

河畔、毗邻紫竹院的图书馆建筑被列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北京十大新建筑之首，它的建成成为中国

图书馆界的盛事。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至今，
全球相继涌现出一批国家图书馆新建筑，这一时

期的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新建筑成为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的文化盛事，成为超越国界的

全球文化整体现象，成为较长时段内社会文化空

间和城市文化空间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并开展深

入的研究。 三十年一世，回顾全球国家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开启了新一轮全

球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热潮的序幕，此后，斯里

兰卡国家图书馆（１９８８）、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

（１９８８）、冰岛国家与大学图书馆（１９９４）、法国国

家图书馆 （ １９９５）、德国法兰克福国家图书馆

（１９９６）、英国国家图书馆（１９９８）、丹麦皇家图书

馆黑钻石新馆 （ １９９９）、日本国际儿童图书馆

（２０００）、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２００１）、加拿大魁

北克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５）、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馆

（２００５）、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６）、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国家图书馆（２００９）、卡塔尔国家图书

馆（２０１８）等相继落成，这些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一个时代全球国家图书馆的

文化特点与文化追求。 对于这些设计新颖典雅、
均称秀美、风格各异的新建筑，可以从文学、史学、
哲学的维度对其学术性格和文化意蕴进行多向

度的观察解读，以探究其中的深度之美。

１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文学性格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运用诗歌、小说、散文、
戏剧等体裁，通过作者的想象力和思想情感来表

达审美情趣与艺术哲学，向人们展示出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的文学性格。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中

的文学艺术，赋予了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象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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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驶骋可能性的广度，赋予了图书馆建筑源于现

实又高于现实之文化寓意的深度。
中国古代文学在诗歌上形成了“赋比兴”的

表现手法，“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

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１］ 。 在世界国家图书馆新

馆建筑设计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现手

法。 例如，１９９５ 年建成并于第二年对外开放的法

国国家图书馆，以“世界的百科全书”设计思想体

现了丰富的“敷陈之称”文学手法，为图书馆赋予

了象征性的外貌，有直击人们心灵的效果；四部

耸立的翻开巨著的设计外型演绎了夸张的“喻类

之言”文学手法，强化了书籍的概念；其建筑音符

融入整个都市乐章的设计理念，彰显出“有感之

辞”文学手法。 通过对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

内外的仔细观察，人们可以领悟设计者更多的

“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如四座灯塔般的地标

性角楼营造出具有垂直感的空间氛围，富有诗

意；在四部巨著中融入大片的中心花园，并将自

然光引入下沉的阅读空间，富有创意；让新馆成

为一座无墙纪念碑并使之与周边的城市生命韵

律一起跳动，引导读者在巨大的公共平台上俯瞰

塞纳河的风光，富有新意。 可以说，法国国家图书

馆新馆建筑设计的文学性格，无疑是创造了鲜活

的书籍的生命体，反映出文献与历史、阅读与社

会的深刻寓意。 文学是人学，法国国家图书馆新

馆内的家具设计也着力于寻求在巨大的空间中

体现“以人为本”的亲和力，建筑内的软设计遵循

“创作、演讲、知识、对话”的逻辑主题展开，力图

在建筑与广大读者之间形成心灵的互动。 正因

为如此，这座取名为“密特朗图书馆”的新馆在建

造过程中便引起轰动，建成之后更是成为法国乃

至欧洲和世界文化的一件盛事，成为无与伦比的

雄伟建筑、物有所值的文化投资。
图书馆建筑设计的诗意表达在三十年来的

全球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设计中并非个例，许多

国家图书馆的建筑设计具有“意在笔先”的文化

追求。 例如，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建筑的曲线，在方

圆之中体现出自由灵动；亚历山大图书馆如同一

颗明珠镶嵌在地中海临岸建筑群的线条之中，其

闪耀的光芒使人感悟并赞叹数千年人类的智慧

结晶；白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作为东欧地区规模最

大的图书馆，其八面的巨大“宝石”形状使建筑展

示出设计构造之喻，暮色来临之时图书馆主体建

筑近 ２０００ 平方米的幕墙成为巨大的屏幕，不停变

化闪动的颜色和图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宛如一

颗闪亮宝石深深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丹麦皇家

图书馆新馆设计成一个黑色的长方体状，外形如

同钻石的切割面，建筑外层为光滑明亮的黑色花

岗岩，当河流的波光反射在岩体表面时就会产生

钻石般的光泽，这栋前卫的建筑以“黑钻石”的诗

意表达获得了一个和外观相称的美丽名号［２］ 。

２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史学性格

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具体过程

及其规律的科学。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卷三

史部说：“史，记事者也。 从又持中；中正也。”清

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动则左史书之，

言则右史书之，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 ［３］

这说明古代史官担负有“良史书法不隐”、客观记

载“动”“言”历史的使命。 而国家图书馆与史官

一样，在历史文献的保存上秉持着“中正记事”的
文化追求。 对各类载体的人类历史文献的收集、
保存、整理、研究和传播，折射出国家图书馆关于

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等综合活动的

史学性格。 历史学既有史实或史料，也有对这些

史实与史料的理解与诠释，在国家图书馆一些新

馆设计中，这两种史学性格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揭示和演绎。
创建于公元前 ２８８ 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世界国家图书馆史上占有导夫先路的地位，从
其创建伊始至 ２００１ 年新馆建筑落成，这一跨越两

千多年时空的图书馆成为全球最早和影响力最

大的国家图书馆，被誉为建筑、工程、信息科学和

文化传统方面的重要里程碑［４］（２０７） 。 对该图书馆

的建筑设计，我们可以通过远望、近观、内探来多

层次地深度了解其史学性格。 埃及托勒密王朝早

期曾在法鲁斯岛上修建高达 １２２ 米的航海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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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成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与如今的亚历山

大图书馆新馆隔地中海相望，从灯塔遗址远望新

馆建设，可以看到镶嵌在地中海岸线上如磁石般

的银白色新馆建筑，那轻触大地的创意设计使亚

历山大图书馆自然地融入了岸线的建筑天际线，
并使两座古文化地标在地中海两岸遥相呼应，形
成了独具魅力的宏大的史学气场。 亚历山大图

书馆新馆与两千多年前的皇室图书馆旧址十分

相近，新馆高雅优美的倾斜圆面象征着古埃及的

太阳神文化，这种太阳的圆盘在古埃及神话中曾

多次出现。 亚历山大图书馆新馆不仅面临地中

海，而且整个建筑被水环绕，寓含了“上善若水”
的东方历史文化。 广场上设计有高耸的“普罗米

修斯传递火种”的雕塑；建筑的曲线外墙上装饰

了产自埃及阿斯旺的灰色花岗岩，上面雕刻着世

界上 １２０ 种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字；会议中心呈金

字塔型，这些设计信息向人们表明这里是具有悠

久历史的文化殿堂。 当我们进入新馆建筑之内，
可以继续感悟其宏大而多样的史学性格。 亚历

山大图书馆历史上曾记载有古希腊伟大诗人卡

里马科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
埃及编年史的法老曼涅托等历史文化巨人，如今

的新馆不仅有 ６６ 根廊柱支撑的苍穹型穿透性设

计，而且作为体现东方文化之锚的新馆设计也汇

聚了世界各国的智慧，包括瑞典、挪威、意大利、希
腊、法国、英国、美国、德国、中国等国家均参与了

新馆众多项目的设计与内容展示方面的各类合

作。 在 １９９０ 年 ２ 月发表的《亚历山大国家图书馆

阿斯旺宣言》中，埃及政府曾强烈请求全球所有

的政府机构都能够向亚历山大图书馆捐赠他们

所在国家的文献，借此来帮助提升亚历山大图书

馆的馆藏，确立了通过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人类

共同遗产来认识其独特功能的文化愿景［５］ 。
而当我们走进大英图书馆，便会穿越时空，

为眼前巨型人体雕塑设计所震憾：牛顿手持着一

个圆规，在思考与规划万有引力如何运作、地球

怎样运行、行星如何运动，使人们仿佛置身于

１７—１８ 世纪牛顿创立牛顿力学、创立流数法和微

积分、创制牛顿色盘、发现牛顿环的场景之中，整

个环境氛围充满了历史感。
在 ２００８ 年落成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设计

者通过整体建筑中厚重的底部砖石基座、透明的

中部玻璃幕墙、漂浮的顶部金属柱架，展现出引人

瞩目而又庄重内敛的设计思想，向人们诠释了人

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线

和发展逻辑，并通过建筑材料演绎了不同时空发

展历史下的文化特征，隐寓了厚实传统、开敞当

下、仰望未来的人类智慧，使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为

一座外在简约宁静而内在充满灵性律动、超越时

代同时又独具匠心的建筑。

３　 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哲学性格

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

般规律的学问。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

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

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思维能

不能认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

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 ［６］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让人

联想到了“平衡”“时间”“空间”“人本”等哲学概

念。 荷兰设计师雷姆－库哈斯以极富想象力的神

来之笔，为人们展示了一个 １３８ 米宽、沿对角线对

折的壳状巨型文化容器，该建筑从全视角向人们

表达了平衡的哲学意蕴，以简单的几何造形将建

筑形体抽象化，呈现出张力与摆动之美，打造了一

个均质的外在与内在空间，具有超凡的魅力和潇

洒的气质。 这种平衡哲学在其他一些国家图书馆

新馆设计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法国国家图

书馆和亚历山大图书馆运用了对称式的几何手

法［７］ ；又如 １９９６ 年落成的德国法兰克福国家图书

馆在设计上以玻璃穹顶大厅为中心，两旁的翼楼

分层次平衡展开；再如格（哥）廷根德国国家和大

学图书馆外表看似平淡却耐人寻味，它向人们展

示了与众不同的平衡，即通过整体建筑错落有致

的手指形状的平面布局，在看似不平衡中让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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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并体会更深层次的别样平衡，使读者在“手指”
的各个部位均能找到安静和明亮的阅读空间，让
进馆的读者能够全方位体验建筑、艺术、时尚与

阅读之美［４］（８１） ；由英国迈克尔－布劳恩事务所设

计建造的斯里兰卡国家图书馆也注重了空间封

闭与开放的平衡，即将整个图书馆的空间分割为

中央封闭部分和周边开放部分，使中央的典藏空

间与四周的阅读空间形成了平衡，并将阅读空间

不断细分为更多的个人活动区域。
对光线特别是日光的控制成为图书馆建筑

设计中的一个要点。 没有光，空间将被遗忘；过度

光，空间将被躲避。 如何处理光线通透与强光照

射的平衡，让人既能感受明亮与振奋又能规避阳

光直射之累？ 采用纤细而又人性化的木料是建

筑设计上的一种有效对策。 例如，法国国家图书

馆在四座 ８０ 米高的塔楼外表面采用玻璃，但里面

设计有木制活动的遮阳板掩蔽，使透光的玻璃与

温馨的木板找到了结合点；位于蒙特利尔的加拿

大魁北克国家图书馆也是采用了外玻璃幕墙加

内空间条木隔板的方法，在光线利用的正负效应

上找到了平衡点，以可控和适度的自然照射来展

现光的特质和变化，并起到了隔音隔热的实用

效果。
我们这里讨论的平衡哲学还可以在图书馆

空间的更广、更多视域中来认知，诚如英国学者

迈克尔－布劳恩在所著《图书馆建筑》一书的序言

中所言，“图书馆正处在一个时代的分界线点，它
要在戈登堡（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的传统版本与数字化时

代的字节之间艰难地取得平衡” ［４］（引言） 。 在各国

家图书馆新馆的设计中，平衡哲学反映在建筑设

计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和服务的方方面面：如印

刷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平衡、线下服务与线上服务

的平衡、坚持传统与追求时尚的平衡、专业服务

与普通服务的平衡、个性服务与大众服务的平

衡、历史文献与新近文献的平衡、贮存文献与创

造信息的平衡、固定设计与灵活布局的平衡、静
态阅读与动态活动的平衡、建筑硬设计中刚的工

业性美学与软设计中柔的艺术性美学的平衡、馆
员智慧与机器智慧的平衡等。 全球国家图书馆

新建筑在表现平衡哲学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和有益的尝试，思考并试图用哲学的智慧来解

决信息技术对信息储存和传递场所的组织和外

貌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的现实问题，以及图书馆

管理与服务中的难点与痛点问题。

哲学人本学认为，人的真正本质是他的精神

个性，倡导以人的本质为研究出发点，这与“文学

是人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读者期望图书馆在建

筑内划分出一些空间，以作为读者个人活动的区

域。 实际上，这样的个人活动区域在古代图书馆

中已有设计，如中世纪的修道院为读者提供带书

架的书桌，一些图书馆如同教堂，为读者提供特定

的半封闭型的小神龛个人空间，还有的图书馆通

过书桌的直立档板和可以调节坡度的搁书台，为

读者提供个性化座位［４］（引言） 。 通过图书馆的家具

设计创造出一些个性化读者空间并唤起人的情

感，成为图书馆建筑设计师们的重要思考。 在卡

塔尔国家图书馆内，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在其他国

家都市图书馆中个别少量的个性化读者座椅设

计成了普遍的基本设计，使每一位读者如同在家

中一般，可以坐在舒适的座椅上轻松自在地仰望

天空，与宏大的建筑空间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让人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形成与书籍的

对立，而是提高了阅读的品味和境界。

４　 结语

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的学术性格尽管

可以从文学、史学和哲学角度分别阐述，但实际上

文学、史学和哲学作为人类知识的基本体系，它们

之间是互相交叉的。 如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就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的学

术期刊中有《文史》《文史哲》等。 诚如上文所述，

许多国家图书馆建筑在设计中分别体现了文学、
史学和哲学的学术性格，在比喻、象征、直达的感

性中包含有对称、有序、规律的理性，表达出感性、
诗意、材料、体验、灵动以及客体与主体的交织，在

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中对其文化意蕴进行

了学术解读，让人刻骨铭心。 此外，还有学者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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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性、理性、觉性、灵性等维度来剖析当代建筑

的性格，从远距离的视觉、近距离的听觉与嗅觉

以及触觉来欣赏建筑设计，对我们从更多的视角

来认知图书馆建筑的性格，不无启示［８］ 。
综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国家图

书馆新建筑设计，可以发现，与此前数百年间的

众多国家图书馆建筑相比，这一时期的建筑已经

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设计特色，并凸显了特

定的民族文化。 如 １８９７ 年落成的美国国会图书

馆杰斐逊大厦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中央阅览

大厅呈窟窿圆顶，成为此前数百年间全球国家图

书馆建筑设计的代表作品［９］ 。 而近三十年来的

全球国家图书馆建筑设计风格不仅继承了以往

诸多国家图书馆建筑的苍穹型布局、书墙式设计

和个性化空间安排，而且更多地体现出文学比喻

的象征、史学时空的演绎、哲学智慧的对话，更多

地体现出建筑与城市、文献与空间、人与自然、传
统与技术的和谐，更多地体现出独体图书馆建筑

对区域、城市乃至国家的空间穿越，更多地体现

出图书馆文化的超越，即国家图书馆作为最具民

族文化象征的文化载体和容器在构建人类文化

共同体中的积极作为和使命担当。 同时，这一时

期的国家图书馆建筑打破了国家图书馆建筑以

欧美为中心的传统，随着该时期涌现出的一批亚

洲、非洲国家图书馆新建筑，全球国家图书馆建

筑文化地图已呈多样化和多极化的发展格局，为
当代全球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添加了浓重的图书

馆元素。 当我们从时间轴的向度登高回望这一

轮世界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热潮，可以发现中国

国家图书馆新馆建筑无疑发挥了这一时期全球

国家图书馆建筑群像展翅飞翔的头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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