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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综合、大协调。”[1]“要重视建筑群在环境上的

协调，要做好环境设计。”[2] 因此，本文以杨廷宝

主持规划的东大北陵校址为对象，以大综合和大

协调的视角，尝试从依址谋划、十轴建序、场院

成组和折中立貌四个维度，解读杨廷宝东大北陵

校址的规划设计逻辑、设计策略及其致因，尝试

对杨廷宝在我国近现代校园空间规划实践案例进

一步考证，亦旨在为我国当代和未来校园空间规

划实践提供策略参考。

东大北陵校址 [3] 位于奉天（今沈阳）清·昭

陵（今北陵公园）东南外侧，待规划校址原为局

部陵地和居民用地，地势平坦，南面开阔，北面

一、引言

杨廷宝主持的东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

北陵校址规划 a（图 1a、bb），是杨留学归国完

成的第一个本土校园规划，也是第一个由中国建

筑师设计的本土大学校园规划。该规划既是我国

早期校园规划引入西方新古典主义与中国式融合

典例，也是杨廷宝“大综合、大协调”设计理念

与方法的成功探索。杨廷宝曾说：“我对建筑的看

法，完全是根据我求学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在工

作实践中又进一步感觉到，搞建筑设计工作需有

广泛一些的常识；认为建筑设计是多方面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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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窄，校址边界整体呈现异形、异质和多

边等特征。1929 年，杨廷宝受邀主持该项

设计任务，当年便完成了东大北陵校址的

整体规划，以及东大图书馆和文法科课堂

楼的设计与建造。1930 年，又相继完成了

该校址内的化学馆、汉卿体育场和体育馆

等建筑的设计与建造。

二、依址谋划

针对东大北陵校址内已建局部和场地

异质多边等现状规划矛盾，杨廷宝通过小

单元空间网格拆分的方式，将校址化整为

零，既实现了校址内各个待规划内容的规

划统一，又将现状矛盾消解在小单元尺度

内部解决，以矛谋划，顺势而为。

1. 中式传统设址思想与西式大学自

然观的协调互补。杨廷宝主持东大北陵校

址整体规划时，东大刚刚完成了原南校和

北校合址于北陵的文法科和理工科，男女

学生首次同在北陵校址学习和生活 c，以

及校址内沿新开河北岸沿线的部分校舍落

成，并已投入使用等规划前置现状。东大

北陵校址规划是基于近代中国“兴学育

人”需求的建设时代背景，校址北依清北

陵公园，南、西毗邻新开河，浸于闹市而

又能独享清幽的办学胜境。同时，该规

划又受益于杨廷宝所受当时西方前沿设

计理念和校园规划范式之染，其中可见

西方“布扎式”（Beaux-Arts）“如画风景

式 d”（Picturesque Nature）“学术村式”e

（Academical Village）和“自然”理想化校

园构想等基因的介入与融合。因此，东大

北陵校址空间规划既能体现出杨廷宝对地

形和既有环境顺势而为的恰当处置，又能

彰显出杨廷宝对西方经典校园规划思想和

实践内涵的深入理解和融会贯通。

2.异形异质场地与校园秩序空间需求的

协调统一。东大北陵校址南侧和西侧紧临新

开河，西、北和东三侧紧邻北陵大街、泰山

路和陵东街。场地整体呈现出多边、异形和

空间非匀质等特征，同时，场地局部还伴有

多处倾斜边界和尖角地块。杨廷宝首先结合

校区基本教学单元的需求规模和尺度，确立

了与校园建设需求相匹配的空间弹性单元，

基于此形成统领校址全域的空间网格体系，

完成了异形且非匀质校园空间在相近形制和

规模需求下的整体统一规划分割 f。其次，

进一步调整空间网格与校址空间规划需求的

契合关系，使得校址内已建区域和待规划区

域在空间内容与属性、空间逻辑与秩序等方

面协调统一。与此同时，针对待规划校址场

地边界的异形、多边且不规则等因素影响，

杨廷宝结合校址整体空间网格划分，将场地

边界区域和形态统一纳入到所在基本网格单

元之内消解。实现了东大北陵校址与校园空

间秩序和逻辑的整体建构（图 2）。

图 1：东北大学北陵校址所在区位和规划后的总平面图

a）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区位 b）杨廷宝主持的东北大学北陵校址规划总图

图 2：东北大学北陵校址空间的规划协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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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址内已建与待建区域功能和空

间的秩序提炼综合。1929 年，杨廷宝受

邀主持校址整体规划时，校址南侧已建

有教学类建筑及相关配套用房，即：西

部的教育学院，中部的“前—中—后”

三个层级建筑（前部：教授俱乐部、门

房、公安分局；中部：理工楼、校长办

公室和校长住宅；后部：理工实验室），

东部的某教学楼和职工宿舍。因此，如

何将校址内已有建筑与待规划需求进行

统一规划解决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结合校址内已建建筑整体呈现出两个特

征：① 已建用房均沿新开河北岸呈东西

线性布局且整体靠前，恰好形成东、中、

西三个集中组团形态；② 已建的东部、

中部和西部三个建筑组团又分别呈现出

明确的组团级南北中线关系，且以中部

的理工楼和理工实验室所形成的中线为

主，即：中部组团中，前位的门房与公

安分局，中位的校长办公室、理工楼和

校长住宅，后位的理工实验室所形成的

南北中线，以及东部组团的教职工住宅

群东西和南北中线。基于上述已建用房

的区位、组团特征和中线关系，杨廷宝

以校址全域空间网格为基底，巧妙地将

已建用房整合至待规划空间体系内，形

成校园已建区域与待规划区域在空间、

功能和秩序上的融合统一（图 3）。

三、十轴建序

在已完成的校址空间网格基础上，以

校园公共教学用房及其附属空间为核心，

在场地中部形成贯穿其南北和东西两向的

“十字”结构主轴，主轴向场地四周辐射

时再形成次级或再次级的“十字”结构，

形成东大北陵校址空间规划的逻辑体系和

秩序关系。

1. 中式轴线与西式轴线的协调融合：

东大北陵校址将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主

从轴线序列和古典园林自然且灵活的空

间序列组织手法，与西式群体建筑 “主轴 

空间 + 放射串联多组团”的空间序列组

织方式进行叠合与融合，在场地内形成以

已建南侧入口空间和理工楼为起点，以汉

卿体育场为终点的南北主轴，以及以大礼

堂、女生体育馆和女生体育场为主体的横

贯校址中前部的东西主轴。同时，随着主

轴向场地四周延伸，逐级形成各个次一级

轴线结构关系，即：分别以理工实验室、

图书馆和体育馆为核心的东西次轴，以及

以南北主轴两侧的四座公共教学用房为核

心，串联校址北部学生宿舍的南北次轴

等。规划后的东大北陵校址将已建区域等

已有轴线巧妙地协调整合，完成了东大北

陵校址统一轴线体系下的多层级空间轴线

秩序与逻辑体系建立，虽有先建与后建的

时空错位，但规划后的东大北陵校园空间

犹如一气呵成。正如杨廷宝曾言 [4]：“建筑

设计是多方面问题的大综合，大协调。建

筑师应能处理随时发生的各种矛盾，不但

在设计过程中，而且在施工进程中，他的

工作等于是抓总。”（图 4）

2. 空间主轴与核心公共教学空间的协

调综合。基于已建构的两道贯穿校址中部

的主轴，杨廷宝将公共教学和公共活动用

房沿此两条轴线进行秩序配置，在校址内

形成南北轴线上的“起—承—转—合”控

制秩序和东西轴线的“私—公—私”空间

逻辑和功能属性配置，同时，使得公共教

学用房及其公共空间在校址中部形成中

心集中的态势。即：南北轴线的“起—

承—转—合”，结合北陵校址场地南北长

轴特性和已建理工楼与理工实验室既有轴

线的归一叠合，以跨新开河的桥体、门房

与公安分局的对望空间和理工楼的前广场

为“起”；以理工实验室、图书馆、四类

公共教学用房及其围合形成的公共广场为

“承”，并联系东（女生体育馆、化学楼和

某教学楼）、西（大礼堂、法学楼和文学

楼）、南（理工楼和理工实验室）、北（图

书馆）八向公共教学用房；以图书馆和体

育馆之间的公共广场为“转”，将公共教学

空间向东西两侧学生宿舍和食堂公共院落

空间切换联系；以汉卿体育场为“合”，将

图 3：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内已建与待建空间的规划协调融合 图 4：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多级空间轴线体系规划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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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南北主轴“起—承—转—合”的空间与功能序列解析

南北向体育场功能、异质边界和校内外功

能空间的分割与联系进行整合，形成东大

北陵校址空间的完备收束。同时，东西主

轴上的教授住宅、礼堂空间、公共教学组

团、女生体育馆、女生体育场和穿插其中

的公共广场空间，亦构建了东大北陵校址

校园由“私密”到“公共”再到“私密”

的东西空间秩序关系。杨廷宝运用场址内

两条规划主轴，巧妙地实现了校园公共教

学用房及其空间的协调和综合（图 5）。

3. 结构“十”字与功能“十”字的整

体叠合：从空间结构体系来看，东大北陵

校址是由场址中区南北轴线和中前区东西

轴线形成的结构“十”字为规划主干，并

以此为中心向校园场址四周辐射的若干次

级“结构十字”分支，共同组成校址空间

规划的整体结构体系“骨架”。同时，从校

园空间与功能规划布局看，东大北陵校址

形成了“中心公共开敞，四周配套渐私，

功能就近便利高效”的“骨肉”联系关系，

即：中心公共开敞是将已建理工楼和理工

实验室，与文学院、法学院、化学院、某

学院（待考证）、大礼堂、女生体育馆和体

育场、图书馆、体育馆、体育场等公共教

学功能用房布局于北陵校址网格中部，并

以已建理工楼和理工实验室为中心，形成

东西和南北两向的中心开敞式布局；四周

配套渐私：校址内男女学生宿舍、食堂和

教授住宅依次沿中心公共教学区，放射状

向校址边界延伸，形成开敞性公共教学到

私密性就寝住宿的空间与功能过渡，甚至

进一步针对东大首次实现男女合校后的女

性学生，在校园中的学习、生活和校园活

动的自成组团和相对独立分区的协同设置；

就近便利高效：东大北陵校址形成了各类

公共型教学用房、公共广场、体育竞技运

动场馆和男女生学生住宿与食堂就近集中

布局，同时，在上述几种布局的基础上，

又以“住宿—就餐—公共教学—公共活动”

的便利和高效联系进行分区细分处置。这

种功能布局在校址基本单元网格内或网格

与网格之间，形成近“十”字形空间与功

能组团，并最终实现了校址结构“十”字

与功能“十”字的并置融合，恰如其分地

实现了东大北陵校址规划的“骨”与“肉”

的有机结合（图 6）。

四、场院成组

以东大北陵校址内各类型建筑为要

素，通过要素本体形态、布局和同类要素

之间的组合关联，形成以校园建筑及其对

应的广场或院落等公共空间为中观组团，

通过“场院”空间实现校园整体功能、空

间、秩序以及建筑单体或群体的承上启下

和关联互融。

1. 非完全对称布局和完全对称布局

的互补综合。东大北陵校址以中式院落和

西式草陌式广场 g为要素，顺应场址异

质地形与地貌特征和校园功能与空间整体

布局的上位目标，通过“场院成组”的方

式在校园中观层级建立公共空间规划单

元，协同已建构的校园空间多级轴线序

列，在校园内部建构多级对称性与非对称

性结构体系，即：校址内整体结构下的

非完全对称布局，各个局部组团中的完

全对称布局和非完全对称布局的互补共

用。具体为：① 校址南北主轴由南至北

分置四类公共空间，即：理工楼与校园

入口的入口广场空间、理工实验室与图书

馆以及图书馆与体育馆的两处核心公共广

场空间、北向末端体育场内置的公共运动

广场空间和轴线主体上穿插的小型过渡性

公共空间，各类公共空间与相应的公共教

学用房交相呼应，并沿主轴空间序列秩序

对称性设置；② 校址东西主轴由东至西

分置公共教学区的中央公共广场空间、大

礼堂西侧非围合的过渡性公共空间和教职

工居住组团单元内的双院落公共空间，东

西公共空间依势而为且非对称布局，但在

教职工住宅组团内部又自成“双院落”对

称式布局，校址东南隅的已建教职工住宅

组团亦是如此。东大北陵校址北部东西向

次级轴线上的学生宿舍组团分置南北主轴

的东西两侧，形成次级结构东西相对的对

称布局。同时，西部组团自身以围合方式

形成内院的公共空间，并沿南北轴向分置

3 个近似匀质院落，院落之间仍能够沿各

自东西轴线南北对称布局。因此，通过场

院空间非完全对称布局和完全对称布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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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互补综合，使得东大北陵校址整体公

共空间结构清晰、井然有序、浑然一体 

（图 7）。

2. 中式隐性内敛庭院与西式显性开

敞广场的协调融合。杨廷宝结合东大北陵

校址各个类型建筑及其公共空间配置关

联，分别以中式内敛的院落与西式草陌

式开敞广场为公共空间要素，结合对称

和非对称融合的整体对称性布局手法，整

合形成校园中观层级公共空间体系。同

时，通过“场院”空间的三重转译实践新

式校园空间规划的中国本土化营建，具

体为：① 在经济性和功能性的双重驱动

下，针对与校园主体建筑相衔接的公共空

间，用庄重宏伟且富于纪念性的广场替代

西式草陌式的校园中心建构手法，通过广

场空间建立校园空间多层次纵深排布的中

式内敛式传统书院空间范式，以及以开敞

式空间为核心的西式草陌式校园空间范式

的互补融合，使其整合成为校址内兼具礼

仪性与功能性的核心空间，完成东大北陵

校址校园公共空间规划本土化的第一重转

译；② 在东大北陵校址东西次轴上，男

生宿舍为“两正一反”“U”形平面首尾

相接布局，南北两个端部院落，通过食堂

以点状布局进行功能与构图的补全 [5]，恰

如其分地缝补中和了宿舍建筑私密空间的

开放性关联，构建宿舍组团的院落完形

空间格局，完成了将“Mall”式“U”形

开敞空间在校园公共空间规划的第二重

转译；③ 在东大北陵校址东西主次轴末

端，教职工组团表现为院落式向心围合，

院落空间形态为：半圆形、椭圆形、圆

形和长方形，结合居住功能组团的相对私

密性布局，实现了中式私密院落空间在校

园公共空间规划的第三重转译。在物质层

面上，杨将中式“庙学制度”[6] 的依轴线

多层次纵深排布的院落空间组织形式，与

西方大学校园 18、19 世纪英国新古典主

义 h开放性中心草坪进行拼贴融合，以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式的放射性道路

进行串联；在精神层面上，杨利用“中

国固有之文化”和西方新古典主义进行基

于地域与文化的时代表达。杨廷宝对中西

建筑文化的融合是系统和理性的，其开放

空间兼具礼仪性、功能性，开合有度。东

大北陵校址通过三重“场院”空间在多

级轴线体系中以非完全对称和完全对称的

形式进行整体和局部布局，共同实践了新

式校园场院公共空间的中国本土化营造 

（图 8）。

图 6：东北大学北陵校址的结构和功能“十”字融合 图 7：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场院布局规划

图 8：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场院”空间三重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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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已建理工楼和教授俱乐部立面风格

a）理工楼 b）教授俱乐部

图 10：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图书馆、体育馆、体育场和沈阳市内帅府西院红楼群、辽宁总站立面风格 [11]

a）图书馆 b）汉卿体育场

c）辽宁总站 d）帅府西院红楼群

五、折中立貌

以折中为手法，以新古典主义为建筑

风格，实施校园建筑群体或单体的风格、

形制和校园整体风貌的统建融合，以简

约、得体的校园建筑形制展现东大北陵校

址的建筑实用、空间品质和校园美学。

1. 已建与待建风貌的折中综合：杨廷

宝受邀主持东大北陵校址规划前，校址内

已完成部分校舍建设，如以理工楼和教授

俱乐部为代表的罗马风和哥特式的校园局

部风格特征（图 9）。在当时城市范式杂

糅和国人无相对统一之审美的语境下 [7]， 

这势必会引发校园整体风貌、风格和未来

教学及其服务用房如何“审美”统一的思

辨，使之成为校园空间规划又一亟待解决

的问题。事实上，从杨廷宝主持完成的东

大北陵校址校园规划成果不难得出，校园

建筑单体风格和群体风貌与形制采用折中

主义手法和新古典主义风格基调，恰如其

分地协调了已建建筑的风格，实现了校园

风貌和建筑印象统一风格和统一风貌的统

一感受。分析致因有二：其一，折中主

义手法是处理多元风格或风貌统一于同一

空间的惯用手法，杨廷宝显然对此已然驾

轻就熟；其二，杨廷宝长于“中”学于

“西”，并受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布

扎”体系 [8] 和新古典主义风格教育的深远

影响，当其应用于创作实践时，新古典主

义风格必然成为其本土创作的自然流露，

这不但从已建和已设计的东大北陵校址图

书馆 [9]、体育馆（完成设计）和汉卿体育

场等建筑得以印证。同时，亦可从杨廷宝

同时期在沈阳市域内创作的帅府西院红楼

群、辽宁总站和同泽女中等建筑风貌风格

中再次得到例证（图 10）。

2. 建筑形制与建筑实用、品质和美学

的协调融合。杨廷宝主持设计的东大北陵

校址校园建筑平面的基本形状整体简洁、

贴合和得体，各类型校园建筑基本形状既

能服务于群体建筑之间的校园空间规划逻

辑、秩序关系和整体空间感受，又能将建

筑自身基本形态与对应建筑类型的内在功

能布局和空间组织融合统一，建筑形制与

内涵实现了高度契合，表里如一（表 1）。

如：东大北陵校址图书馆建筑以倒“士”

字为平面的基本形状（图 11a），“士”字

平面的两道横向空间与中部竖向空间分

别对应图书馆内部的“前阅览—中借

阅—后藏书”的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和

使用动线。公共教学区的化学楼、法学楼 

（图 11b）、文学楼（图 11c）和公共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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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北陵校址建筑形制演进	 表 1

原型 重构 类别名称 类型 构成分析模型

北陵校址建筑平面形制

主轴建筑 重要建筑 其他建筑

I 形

工形

U 形

图 11：东北大学北陵校址主要建筑的平面（形式、功能、布局）和立面 [12]

a）图书馆 b）法学院 c）文学院



147建筑实录与教育观察    Architectural Record and Educational Observation

（未确定名称）均为“一”字平面基本形

状，“一”字平面与公共教学楼内部“中部

公共楼梯，东西走向的中间走道，南北两

侧的公共教学和研究室以及东西两端的辅

助疏散楼梯”的功能与空间对位呼应。东

大北陵校址主体校园建筑平面的基本形状

与内部功能与空间组织高度统一。与此同

时，图书馆“士”字平面的南部横向区域

与图书馆的前部阅览空间相结合，该横向

空间又与其东侧的化学楼、西侧的法学楼、

西南侧的文学楼和东南侧的公共教学楼的

“一”字平面的基本形状相互协同，再与东、

西和南三向的女生体育馆、大礼堂和理工实

验室一道，聚合形成中轴线上的公共教学区

之核心公共广场空间，构筑了东大北陵校址

公共教学区公共阅览、课堂公共教学和公共

广场活动的整体公共环境与氛围。

六、结语

东大北陵校址规划实践是杨廷宝对中

式校园功能与空间、物质与精神和中式与

西式等关系“大综合、大协调”手法的综

合反映，即为其所倡导的双重性的建筑本

体基本设计观；它是杨廷宝对“布扎”体

系专业学养在体、形、线、色 [10] 的极强控

制力表征；它是自洋务维新开始，中国开

始广泛融入西方设计思维，“中体西用”i

的早期优秀校园实践典型代表。早期中国

之实践多是西方文化强势介入，“传统复

兴”和“西式风格”在综合和协调的推动

下从对立和并置，走向融合和统一，随着

时空演变而如此往复，并最终走向新的融

合和统一。此外，杨廷宝留学归国后，正

值 1927 年间，国民政府宣扬“民族精神

高于一切”，面对如此时局和业主需求，武

汉、南京、上海等地出现诸多官式建筑范

式，如 1930 年，与凯尔斯同期建设的武

汉大学校园建筑等。但同时期的东大北陵

校址规划中未选取“中国固有之形式”——

大屋顶作为视觉形式上的突出强调，究其

原因有二：其一，该时期东大北陵校址远

离南京政权影响范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

前瞻、开源和开放环境，同期同区域具有

高度自治；其二，西方新古典主义风格与

杨廷宝所受的“布扎”体系教育一脉相承，

较为适宜当下中国传统官式建筑对经济和

实际的需求，故而形成时代语境下的中式

建筑形制伴以“布扎”体系富有纪念性和

张力的构图手法，隐性、平和地融入北陵

校园规划之中。客观上看，东大北陵校址

校园规划已然超越了传统的“布扎”体系

范式，是杨廷宝对地域条件、社会制度、

经济因素、建筑艺术、科学技术动态且综

合的考量，是基于场址谋划、功能与空间

秩序建立、公共场院空间形成以及建筑形

制和校园风貌等方面中西思想的地域化和

本体化的高度融合与统一。杨廷宝在其现

实主义的探索精神中，创造了独属于东大

北陵校址校园 “得体合宜”的整体观。

注释

a 东北大学北陵校址于 2001 年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

b 该图应为杨廷宝在天津基泰工程司工作绘制的东北

大学北陵校址规划原始图纸，笔者已将其与已出版《杨

廷宝建筑设计作品集》中的东大北陵校区总图进行详

细比对，两图除注释外，所绘制的规划总图完全一致。

c 1928 年 8 月，东北大学首次实现男女学生共同在

一个校园独立生活和学习。

d 如画风景式（Picturesque Nature）：围绕自然构建

校园，旨在强调健康文明的潜力 [10]。

e 学术村式（Academical Village）：运用古典建筑风

格和法则，在校园空间中营造秩序性和神圣感，如：

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空间规划 [10].

f 东北大学北陵校址的采用近乎 130m×130m 基本

网格单元，并以此为基础，结合校园功能和空间属性

需求进行基本单元规模和尺度的弹性调整。

g 草陌式广场具有开放式布局、绿化植被以及建筑

物设置分散的特点，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

h 新古典主义是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兴起的一种

艺术和文化运动，是对传统古典主义的一种回归和再

创造。它强调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研究和模仿，

但与传统古典主义不同的是，它更加注重个人创造和

表达，追求简洁、纯粹和平衡的艺术形式，同时，也

关注社会和政治的现实问题 [11]。

i “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

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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