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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使用、合理的利 用 是 对 文 物 和 历 史 建 筑

最好的保护[1]。 在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的整体

环境下，校园旧建筑的保护与利用对校园文脉的延续、
校园精神的发扬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时，提升校

园旧建筑利用率，对经济成本、生态保护、历史价值、
文化传承等方面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 旧建筑再

利用的关键在于找到“新”与“旧”的关系，即旧的形

式元素与新的功能要素之间的平衡点。 再利用过程

中强化元素的表达与要素的植入，既不因旧的形式而

限制功能的使用，也不因新的 功能而弱化 形式的 表

达，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 里，最终达到 活化旧建筑

的目的。

1 校园旧建筑再利用的意义与原则
1.1 校园旧建筑再利用的意义

1.1.1 城市风貌的维护

城市是各阶段人类文明发展叠加的成果和人类

活动的见证。 校园通常经过若干个阶段的增量扩张，
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区位交通便利、周边设施完善

的场所，并成为城市的重要功能节点。 在历史的嬗变

中，校园不断从城市中攫取养分，校园风貌逐渐与城

市风貌融合，演化为城市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对工艺美院校园旧建筑的保护与更新再利用对维护

城市风貌的和谐统一、保持城市肌理的完整延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
1.1.2 场所记忆的延续

历史建筑以不同时代的建筑空间构成和形态记

录着校园发展的历史数据，并成为历史联想的实体场

景[2]。不同于其他城市场所，校园是兼具教育属性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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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属性的综合性场所。 工艺美院作为改写福建 20 世

纪后 50 年美术史的艺术院校，校园内的场所精神、文

化特质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只会暂时湮没

在历史的尘埃中。 人们常说“草木传情”，即使是废弃

的校园，校园中的每棵参天古树仍然是校园辉煌的见

证，每栋破旧的建筑都镌刻着艺术的气息。 校园旧建

筑的活化再利用，就是重新挖掘校园的场所记忆和艺

术内涵，赋予其时代特色，使废弃校园重新焕发艺术

活力的过程。
1.1.3 节能减排的要求

通常建筑的物质寿命要比其功能寿命长，往往在

建筑的物质寿命终结之前要经历多次使用功能的变

更[3]，这也是旧建筑再利用的物质基础。从建筑的生命

使用周期来看，大多数旧建筑由于客观原因被弃置时

远远没有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废弃时建筑一般结构较

为完好，可通过改扩建、粉刷饰面等方式加固修缮。旧

建筑再利用相比拆毁重建而言，既能减少建造过程中

的污染排放，又能避免拆除过程中建筑垃圾的产生，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1.2 校园旧建筑再利用的原则

1.2.1 艺术—文化性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而艺术则是流动的建筑。 拥

有“音乐之岛”美名的鼓浪屿赋予工艺美院浓厚的文

化底蕴，同时工艺美院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亦形成了颇

具特色的校园艺术文化。在对工艺美院中的旧建筑进

行再利用时，需时刻紧扣艺术的主旋律，着重把握和

再造校园的艺术氛围。
1.2.2 记忆—原真性

原真性的概念最初引自《威尼斯宪章》，这是历史

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原则[4]。原真性又称真实性，即

以建筑现状和历史的客观存在为再利用的基本依据。
因此， 旧建筑再利用既要以建筑的实际用途为基础，
又要充分考虑工艺美院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渊源

和文化记忆，保证场所记忆的传承与延续。
1.2.3 意境—整体性

保护旧建筑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建筑本身，建筑所

存续的周边环境同样具有价值和意义 [5]。 大学校园是

由功能相对独立的教学、生活、后勤等单元复合而成

的具有整体性、统一性的功能整体。 在旧建筑再利用

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建筑单体的功能、立面改造和校

园整体环境的一体化提升，同时应注重校园内各功能

建筑的内部关联性。

2 工艺美院（鼓浪屿校区）文化提升与艺术重塑

工程
2.1 现状分析

工艺美院前身是 1952 年成立的厦门私立鹭潮美

术学校。 在鼓浪屿深厚的艺术文化精华的滋养下，承

载了重大的城市文化艺术价值。工艺美院位于厦门鼓

浪屿西北角，距离内厝澳码头 150m 左右。 南侧为西

苑路，西、北侧为康泰路和鼓声路，东侧为鸡山路。 校

园内存有 20 世纪 90 年代欧陆风格建筑 （综合楼）、
60—70 年代风貌建筑（主副教学楼、雕塑工作室）和

60—70 年代的普通建筑（男女生宿舍楼、实验室）三

种建筑类型。
校园整体空间布局规整，院落层次分明，地形高

低错落。校区景观优美，艺术氛围较浓厚，建筑因势而

建，与环境完美融合，营造出清幽雅致的校园环境。在

工艺美院搬迁后，该校区已闲置 8 年。
2.2 业态定位

本设计以“艺融园”为主题，集“艺术”“记忆”“意

境”于一体，融“艺术体验”“国际聚合”“传统记忆”于

一园，将美术、雕塑、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门类集聚

在一起，打造一个艺术气息浓郁、历史文化突出、艺术

产业聚合、生态环境优美，立足厦门、辐射闽台、面向

国际的文旅产业园区。 同时，确立了功能置换后的新

校园由新艺潮（新综合楼、新雕塑工作室等）、新艺院

（新主副教学楼等）、新艺境（新景观）、新艺墅（新男女

生宿舍楼等）四个功能板块组成。
2.3 设计策略

本设计针对校园内的现有建筑老旧且破败而亟

待修缮、环境设计缺乏统一性、文化要素不突出而导

致艺术氛围落寞等问题，从建筑空间、环境景观、文化

氛围三个方面制定了提升策略。
2.3.1 建筑空间的消解与重构、活化与利用

在校园建筑空间的艺术再造上，本设计试图建立

校园内现有建筑的整体联系，同时强化工艺美院的艺

术元素表达。在创造开放空间、增强空间趣味的同时，
更加关注校园对闽南地域气候的适应。

为此，对体量过大、风貌不和谐、功能不适应的建

筑进行消解改造， 植入地方建筑文化元素和复合功

能，重构建筑功能空间与地域建筑风貌，此谓消解与

重构。对基地建筑空间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功能转化、
业态置入等方法对基地的建筑空间、消极空间进行改

善提升，此谓活化与利用。
2.3.2 环境景观的串联与融合

在校园环境景观的流线组织上，尊重环境的真实

性和原生性，注重人性的考量，强调人在校园中活动

的参与体验感。通过一条串联空间改造、展览植入、活

动体验的艺术叙事主线，创造一个立体的、洄游体验

环。 这个环状路径就像隐藏的导航线路，在不同区域

之间穿行，串联屋顶、建筑、庭院、树林、草地等，实现

景观的灵活布局和多维使用，打造活力、丰富、融合、

121



城乡规划·设计 2019 年 1 月第 16 卷总第 306 期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城 市 建 筑

多样化的艺术体验空间，此谓串联与融合（见图 1）。
2.3.3 文化氛围的再现与发现、生态与园林

在校园文化氛围的有机提升上，本设计立足于鼓

浪屿音乐之岛的文化内核， 延续工艺美院的艺术传

统，强化人文校园、艺术校园的文化理念，使人们在校

园中重拾往日时光。
设计之初，通过详尽的调研和资料查阅，挖掘校

园的历史文化底蕴，“温故而知新”。 在设计创作中一

方面延续和再现校园历史文脉，另一方面发现和创建

新的文化景观，此谓再现与发现。 通过校园环境生态

修复、园林景观再造等手法，创造生态性、趣味性、互

动性、精致化的新园林空间，营造艺术文化氛围，提升

基地空间环境品质，此谓生态与园林。
2.4 总体规划设计

2.4.1 整体规划

在整体规划上，本设计确定了“一心、一环、三片”
的规划结构，即以园区公共绿地为中心，以园区历史、
人文、艺术环绕廊道为环，国际艺术交流展售片区、国

际艺术研学创作片区、 艺术家聚落片区分散布置，以

此构成校园的整体空间功能架构（见图 2）。
2.4.2 交通规划

为便捷基地的交通流线， 增强园区的公共性、开

放性与可达性，本设计通过拆除围墙、增加出入口等

方式，打破旧有边界，将艺术与日常生活联结，拉近与

大众的联系。 校园出入口由最初的两个（西北角和东

侧）变为五个，并更换主入口位置。 同时，根据每栋建

筑的功能需要，合理增设建筑的立体交通（见图 3）。
2.4.3 景观规划

针对园区内现有的大量空地和绿化景观，本设计

决定将现有空地资源激活，结合艺术体验活动，体现

环境价值。同时，通过前文提及的叙事主线，围绕这条

主线的一系列改造可以通过最有效的介入，最大限度

地提升园区公共空间品质，并为未来的发展留有足够

的空间。
这条“一环多 点”的叙事主 线通过艺 术 性、文 化

性、历史性的校史环绕廊道，将鹭潮花园、中心花园、
壁画花园、艺舍花园等景观节点串联起来，形成空间

叙事下的文化景观和场所空间下的体验景观（见图4）。
2.5 建筑单体设计

2.5.1 综合楼改造

作为园区的主要入口建筑，综合楼是园区中开放

性最大的功能空间。 原建筑体量庞大，而且与周边环

境缺少互动。 因此，采用“消解”的手法，从厦门市市花

三角梅的形态构成出发，经过抽象提取、元素演绎和

结构转化，生成覆盖于原有综合楼形体之外的三维表

图 1 环形流线示意（图片来源：贾婧文绘）

图 2 规划结构示意图（图片来源：贾婧文绘）

图 3 交通规划示意图（图片来源：贾婧文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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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再运用白、红、黄、蓝及附着绿化的穿孔板，重新打

造整个园区“门户”的整体形象。翻折的三角形穿孔板

可以在地面、 屋顶形成富有趣味的灰空间和景观凉

亭，也可作为遮阳构件。 确保改造后的综合楼可以成

为鼓浪屿的另一个文化地标，让人联想起“第二块日

光岩”的形象概念。
本设计将建筑底层功能定位为开放式社区书店

和游客中心，根据空间和功能需求，对现有室内空间

进行再设计，增加与其他建筑的连通，如增加电梯等。
四层为餐饮区域，五层的屋顶空间结合立面构件适当

加建，形成形式丰富、功能多样的第五立面（见图 5、
图 6）。

图 5 综合楼改造功能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6 综合楼鸟瞰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7 综合楼改造功能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8 综合楼效果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5.3 雕塑工作室改造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者惊喜地发现雕塑工作室内

的大空间保存十分完好，光影效果突出，可作为空间

引爆点和展厅。 因此，对其改造应坚持轻干预和可逆

性的原则，保持雕塑工作室的完整。
具体改造手法为增设楼梯设施、中庭内设置展览

装置、中庭四周为观展环形回廊等。 展览装置可根据

不同艺术家、不同展览主题更换，这是具有生命力和

艺术性的空间爆点（见图 9、图 10）。
2.5.4 男女生宿舍改造

男女生宿舍的再利用以功能的适应性改造为主，
即满足居住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本设计将改造重点

放在了立面的处理上。将蒙德里安的艺术画作抽象再

现，用仿木质铝合金格栅的排列组合处理立面，使建

筑颇具文艺色彩，以适应园区的艺术氛围。同时，将建

筑底层打通为开放空间，并打通男女生宿舍之间的小

图 4 景观结构示意图（图片来源：贾婧文绘）

2.5.2 主副楼改造

现有主副楼室内功能空间呆板无趣， 走廊昏暗

封闭，缺乏公共交流空间和艺术活力。由于主副楼是

风貌建筑， 建筑立面的改造应尽量采取不干预的策

略。 因此，在改造时要注重保持风貌建筑特征，对室

内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
具 体 改 造 手 法 为 增 加 艺 术 交 流 空 间 ； 增加基

础配套服务设施，如厕所、电梯和屋顶绿化等（见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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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男女生宿舍改造效果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13 男女生宿舍改造功能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结语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校园旧建筑

面临着功能更新、立面更新等问题。 工艺美院作为一

座孕育了福建近代艺术史的丰碑， 无论从艺术价值

还是从经济价值来看， 校园内旧建筑的再利用都具

有重大意义。 文章从校园旧建筑再利用的意义和原

则出发，总结校园旧建筑再利用的必要性。 以工艺美

院改造为例，以艺术为改造主题，根据工艺美院的现

状，从建筑、景观、规划三个层次分别制定了改造再

利用策略，还原工艺美院的艺术氛围（艺术性）、校园

记忆（原真性）、文化意境（整体性），为旧建筑的再利

用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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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雕塑工作室改造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10 雕塑工作室改造效果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庭院，形成户外活动区。 最后进行室内空间的再设

计，如增加电梯、开放公共空间、卫生间、空调设施

等（见图 11、图 12、图 13）。

图 11 男女生宿舍改造鸟瞰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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