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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亦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
筑师，北京市女建筑师协会会长，国家一
级注册建筑师。分别于1994年、1997年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
位。在多个重要建筑项目中担任设计负责
人，荣获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
奖、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其作品荣获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银奖等奖项。

清华物理系曾流传过这样一段独特的

自我介绍：“我们拥有卓越的大师，但尚

未拥有与之匹配的大楼。”然而，当那座

象征着知识与智慧的大楼终于矗立起来的

那一天，校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纷

纷感慨，除了那些引领我们前行的大师，

如今更有了一座孕育大师、滋养智慧的殿

堂。建造这样一栋大楼，对于学校来说，

并非易事，但它无疑为校园的发展揭开了

崭新的序幕。正是因为这样的意义，为这

些卓越的大师们建设一座大楼，成为了李

亦农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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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物理楼融合创新下的人文思辨
○张  力

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总建筑师李亦农。采访中，她深入探

讨了主持建造清华物理楼的初衷、与清华

的深厚情缘，以及她以专业视角解读的物

理楼设计精髓。她不仅分享了关于建筑与

城市的独到见解，还详细阐述了在建筑过

程中秉持的设计理念。

问：您如何理解大学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答：城市是大学的依托，大学是城市

的灵魂。大学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

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在城市文明的发展

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自其诞

生之初便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约瑟・
路易斯・赛特在《都市实践》中提出，校

园设计是城市总体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校园与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

约瑟・路易斯・赛特提出：大学校园

是城市设计的实验室。大学校园设计除了

高教功能要求的特性相关外，更与城市设

计理论的普遍性相关，即一个大学校园可

以看做是一个城市的缩影，它的群体空间

的组织模式，它的功能结构的多样性，都

与城市类似。

大学是城市的名片和文化载体。它对

外展示城市的形象和特色，提供人才、科

技、文化创新，促进城市的发展，也是一

个重要的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促进产业

转化的城市节点。大学以其独特的文化氛

围，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游客。

大学与城市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书

写着城市发展的辉煌篇章。

大学校园里的每一栋建筑，都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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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记录着过去的辉煌

与荣耀，承载着未来的期许与憧憬。印刻

时间痕迹的教学楼、图书馆，见证了无数

先贤的求学之路，承载着学子们的青春记

忆，反映着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

而现代化的教学楼、科研设施，则象征着

知识的力量和创新的精神。这些古老的遗

迹和现代的设施相互交融，共同营造了一

个既充满历史底蕴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学术

殿堂。这些建筑不仅展示了建筑师们的匠

心独运，更体现了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时代精神。

问：物理楼有哪些特别之处？

答：关于物理楼的起源，我深感其背

后蕴含的深厚情感与机缘。作为清华校

友，我自18岁便踏入这所校园，度过了八

年的宝贵时光，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

深深的眷恋。建造物理楼，对我来说不仅

是职业上的挑战，更是对母校深厚情感的

体现。

自2008年起，我们团队便有幸开始参

与到清华大学的各项设计研究工作中，为

校园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其中，蒙民伟

科技大楼是我们与清华合作的开端，它融

合了航天航空学院的特色，成为校园内一

处重要的空间节点。此外，我们还参与了

公共科研楼等建筑的设计。近二十年，在

清华的校园建筑设计实践中，我们在校园

留下了一处处自己的印记，对校园规划、

高校建筑研究逐步深入。

物理楼的诞生源于2012年的国际招投

标，我们团队有幸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

出，中标承担其设计工作。

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言：“所谓大

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提醒

我们建筑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其外在的华丽，

而在于它所承载的教育使命和人文精神。

在物理楼的设计中，我们遵循清华校

园规划。整座建筑采用虚实结合的布局思

路，让大自然从一层穿通到庭院，形成流

动的空间，展现了建筑与校园环境的和谐

共生。主入口处的近600平米室内开放空

间，以及室内外两个轴线的公共空间，不

仅丰富了物理系的学术氛围，也为师生提

供了更多的交流互动空间。

历经11年的精心打磨，

物理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更

是我们与清华深厚情感的结

晶，是我们对母校教育使命

和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由于坐落于文保区之

中，其设计与建造均力求传

承清华独特的历史文脉和建

筑风格。我们遵循校园规

划，建筑布局积极回应周边

现有建筑及环境的轴线与秩

序。西侧室内中庭与周边道

路环境回应场地原有景观轴
位于校园西北方、观畴园北侧的物理楼，2023 年物理系复

系 40 周年之际落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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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东侧开敞的主入口庭院与观畴园北侧

绿地形成开阔的绿化空间，延续明斋、观

畴园所在原有历史轴线，使建筑积极融入

校园的院落化布局体系。

在文保区内，建筑的高度和风格均受

到严格把控，以确保与早期建筑和谐统

一。我们控制建筑体量，在满足最大使用

需求的同时，使之融入校园的建筑肌理与

尺度。18米的建筑高度不仅满足清华大学

的控制要求，而且与周围建筑高度协调统

一。这不仅体现了对早期建筑的尊重，也

彰显了清华开放而审慎的文化保护理念。

对于外墙，我们选择了红砖。红砖是

一种历史悠久的建筑材料，凭借其出色的

可塑性和稳定性，从古至今一直备受青

睐，成为建筑领域不可或缺的建材之一。

清华园的早期建筑多为红砖结构。物理楼

对红砖的应用不仅是对传统建筑材料的现

代演绎，更是对校园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与

传承。

在物理楼的立面设计中，我们团队也

在探索红砖肌理美学的新表达。通过挖掘

红砖材质的本质魅力，尝试多样化的组合

模式，创造出丰富的表面肌理，使建筑的

外立面形成丰富的视觉体验，传递一种审

美倾向。在物理楼南向和东向，我们设计

了砖格栅幕墙，砖格栅与玻璃幕墙结合，

通过砖柱的排列疏密和方向扭转起到调节

室内光照和遮阳、节能的作用。

问：作为一栋教学和实验的综合楼，

物理楼的立体空间、功能布局、节能降耗

是如何设计和实现的？

答：为了更全面地满足教学科研对外

交流以及校园展示活动的多样化需求，我

们秉持专业精神对其功能进行了深入分

析，并对现有空间进行功能重组。

在功能布局上，我们将办公室和公共

教学教室布置于地上，满足空间对于日光

照明的功能性需求，更契合师生对光环境

的心理需求，以提升空间的舒适度和工作

效率。由于实验室需要安静、稳定、隔

振等特殊的空间环境条件，同时对面积需

求量大，对采光的依赖性相对较低，我们

将其大部分布置于地下，以优化空间利用

和控制能耗。实验室采用模块化布局及内

外服务走廊的形式，以最大化适应多种规

格、多种类型科研空间要求。

“人本理念”是我们在创新过程中始

终坚持的核心。在设计过程中将人的需

求、体验放在首位，专注于人的感受和体

验，使得建筑空间不仅满足功能性要求，

同时能够提升人的生活品质。

现行院系空间追求开放性与交流性，

我们设置了贯穿整个建筑从地下三层至地

上四层的室内中庭作为核心公共空间。这

一设计不仅创造了物理上与视觉的通透

感，更促进了不同楼层、不同功能区域之

间的无缝连接与交流，形成了一个既各自

独立又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地上地下的

贯通空间不仅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路径，还

促进了不同学科、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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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同时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合作

意识。

在实验室的设计布局中，针对其能

源、供水供电及通风排风的高标准要求，

我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布局策略。我们没

有单一中心放置能源设备，而是在横长的

空间平面均布四组机电设备，同时构建垂

直的管廊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

模块，实现能源输送垂直通道集束均衡布

局，使地下到地上的能源以及风水电气热

系统能够顺畅联通。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

实现能源输送的均衡性和安全性，提高了

能源的利用效率，还促进了整个建筑的高

效运行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建筑外立面的美观固然吸引人，但室

内环境的质量才是决定性的因素。物理楼

有一个巨大的采光屋顶，巧妙结合采光功

能与节能降耗是设计的核心之一。在设计

物理楼的中庭之前，我们与校方，特别是

物理系的老师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

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缺乏一个开放的交

流空间。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营造了垂

直贯穿整个建筑的采光中庭，不仅为室内

环境带来舒适的光照条件，降低能耗，

同时也创造出一种人本而充满活力的空间

氛围。

为了营造一个高效、舒适且宜人的校

园环境，保障地下空间的空气质量与温度

控制，我们设计了一套高效的空气循环系

统。在冬季，我们巧妙地利用热力原理，

在中庭顶部通过机械回风，人为引导热

空气向下流动，和底部的冷空气形成自然

的空气对流，从而实现楼层的冷热均衡。

而在极端炎热的夏季，除了利用机械设备

将地面上的热空气引导至顶层，我们还特

别设计了天窗遮阳和通风系统，这些天窗

采用了彩釉玻璃，有效减少了紫外线的透

射，为地下空间提供了良好的遮阳效果。

在极端高温时，通过开启天窗，配合地下

空间的通风系统，热空气可以迅速排出室

外，为室内空间带来清凉的空气。

问：您认为什么是“好建筑”？

答：好的建筑深深扎根于所处物理环

境、地域文脉、场所精神、人文艺术之

中，并以此作为设计灵感来源，激发出令

人折服的巧思。

好的建筑能用创造性的建构语言传递

穿越古今的历史文化、挖掘地域文化的生

存智慧、重塑当代的场所精神，达到建筑

与场所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经济、人文

环境和谐共存；能得到参与体验评价的人

群如产权方、使用方、建筑学专业人士的

多元共识，反映出建筑师团队独特的个性

风格、独特的理解及艺术审美。

建筑不仅是砖石与混凝土的堆砌，更

是人类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建筑创

作是一场与环境、与心灵、与人对话的过

程，好的建筑不仅可以感动自己，亦可以

感染他人。

（转自“筑匠工程网”公号，2025年

1月1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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