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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愈空间 中 的场所精神

李庄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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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院建筑由于其专业 性和复杂性 ， 在建筑设计

领域
一直被归为侧重功能性的建筑类型 。 然而适应医

疗 功能 的各 项 需 求 只是 好的 医院 设 计所应 具 备 的

基 本 条件
，

功 能实 用 与人 文 关怀 的 统
一是 医院 建

筑 设计追 求 的 更 高境 界 。 营 造 场所精 神 ， 创 造 有

感 知 、 有记 忆 、 有 归 属感 的 疗愈 氛 围 ， 激 发 使 用

者 对 建筑 的 空 间感 知 ， 将对 生理 和心理 的 自 愈起

到积极作 用 。

关键词 疗愈空 间 ； 场所精神 ；

医院建筑 ； 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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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概况

名称 ： 李庄 同济医院

地点
：

宜宾

项目 功能 ： 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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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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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建成时 间 ： ２０１ １ 年 ／ ２０ １ ７ 年

项 目 负 责人 ： 张洛 先 、 潭劲松

建筑专 业负责人 ： 周亮

业主方
：

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

建设单位
：

宜 宾力锐投资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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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侧外观

２ ． 鸟瞰效果图

３ ． 主 入 口雨棚

４． 西北侧外观

５ ． 下沉庭院台 阶

６ ． 行 政楼南侧外观

７ ． 门诊大厅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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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缘起

高速 的城市 化进 程催 生了 大批的配套 型 医疗建

筑 医疗项 目 的快速建设 ． 在带来可观 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的 同时也让我们感到
一些隐忧 － 不同地域下 的医

院 ， 差异性正 曰益减少 ， 漠视地域历史文化 ， 造成形

式的雷同和 内容 的空洞 ， 建筑空 间失去应有的 温度 ．

医院变成 了冰冷的机器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 高和人文

关怀的觉 醒 ． 医院已不仅是单纯治疗疾病的地 方 ． 同

时也是调 养生理心理不 良状态的场所 医院建筑要摆

脱趋同 、 产生意 义 、 变得温暖 ． 就要营造品质优越 、

具有场所精神 的疗愈空间 、

医院建筑是公认 的最复杂的建筑类型之
一

， 复杂

的功能和流线对 医院建筑提 出苛刻的限制 ． 医 院建筑

设计犹如带 着枷锁舞蹈 ， 如何在满足复杂功能需求的

同时营造 出 自 己 的空 间氛 围和场所精神给设计师提出

了 更高的要求

２ 场所要素

克 里 斯 蒂 安 ？ 诺 伯 格 － 舒 尔 茨 （ 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 ａ ｎ

Ｎ ｏｒ ｂｅ ｒ
ｇ

－

Ｓ ｃ ｈ ｕ ｌ ｚ
） 认为 ： 场所是人 们通过与 建筑环境

的反复作用和复杂联系之后 ， 在记忆和情感 中所形成

的概念一一特定的地点 、 特定的建筑与特定 的人群相

互积极作 用并 以有意义 的方式联 系在
一起的有机整

体 ； 是由人 、 建筑和环境组成的整体 ： 是 由 自 然环境

和人造环境有意义聚集的产物 建筑场所 的营造有三

大要素 ： 历史与文化 、
自然与地域 、

艺术与 工 艺 每

座 医院都 有属于 自 己的 土壌 ． 具有独
一无二 的特 性

只有深入挖掘这些 原生态的场所要素 ． 并巧妙地融入

到医院建筑设计 中去 ． 才能使 医院 建筑的规划 、 布局 、

结构 、 材料 、 构造等与特 定场所 的地理气候和文化传

统等因 素得到统
一协调 和有机呈现 －

２ ． １ 自 然与地域

场所作 为 自然环境和社会 文化环境的有机体 ， 必

然包括 自然要素 自然环境 、 地形地貌 、 气候光线

等等 特殊 的 自然与地域特征对医疗建筑的设计是个

挑战 ， 但如果能与 医疗功能巧妙结合并积极利用 ， 这

些特点将成 为建筑场所独一无二的空 间要 素

纳 尔逊 ． 曼德拉儿童医院在利用特殊地形创造场

所 感方面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医院位于南非约翰 内斯

堡 的金 山大学校园 内 设计很好地顺应 了 场地地形 的

坡 度走势 ． 把主要 的 门 急诊入 口 设置在较高的东侧 ．

并随着地形 向西侧 的坡度 ． 设置急重症医疗功能于首

层的下部 ， 保证这些功能也能获得独立的出 入 口 和 自

然采光 。

哈 里发 （ Ｓｈ ｅ ｉ ｋ ｈＫ ｈａ ｌ ｉ ｆａ ） 医疗城是
一座坐落于 阿

联酋阿布扎比的大型医疗 中心 ， 医疗 中心的设计充分

体现了 独特的 自 然和地域特点 ， 顺应苛刻的沙漠气候 ．

并营造出积极的场所空间 ： 庞大的建筑体量通过明亮

的大厅 、 宽敞的公共空间 、 跌落的绿化景观 、 垂直绿

化等创造 出亲切友好的界面 。 高效先进 的太 阳能收集

系统和简洁 的遮阳布料相结合 ， 现代化 的技 术手段和

古老的建构 工艺的统一 ，

形成了
一

个综合 的应对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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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 纳尔逊曼德拉儿童医院实 景照 片

９ ． 建筑端部开放视野

１ ０． 建筑顺应地形

１ １ ． 剖面图

１ ２ ． 安东医院实 景照片

１ ３ ．轴测图

１ ４ ．

１ ５ ． 螺旋形走廊

１ ６ ．哈里发医疗城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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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 ．病房表皮的传统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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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比极端沙漠气候 的有效策略

２ ．２ 历史与文化

场所不仅仅是要考虑具有可见性 的 自然要素 ， 更

要考虑不可见的人文要素——历史传统 、文化 习俗等 ，

从而达到 彰显场所文化 、 保 护和延续 当地历 史传统 、

体现特定的场所精神 。

哈里发医疗城设计植根于 阿联酋独特的传统文化 ，

医疗城底部两层集中 了门 急诊 、 手术室 、 放射等综合

医疗 功能
，

上部设置三栋病房提供便 捷的医疗支持 ，

密实的下部建筑托起上部轻盈的病房 ， 塔楼犹如一个

厚重 的基座 ， 是对当地传统建筑形式的
一 种回应 。 基

座之上是
一

个开放的屋顶花园 ，

这个共享空 间结合当

地的植物 、 人造水景和休憩凉亭 ， 在大型膜结构遮阳

系统的庇护下 为病人提供宁静 、 舒适和熟悉 的场所体

验 。 在建筑细部上对阿拉伯传统符号进行 了美学抽象 ，

有机地运用于室内 外造型设计之中 ， 营造 出
一

个具有

浓郁伊斯兰文化气氛并具有场所认同感的空间氛围 。

２ ．３ 艺术与技 术

一

个有意义的场所能够唤起人 的某种记忆 ，

使人

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 。建筑本 身的要素主要包括结构 、

材料 、 构造及 Ｉ艺 ， 与场所互动 的建筑应该强调其本

身要素的研究和实现 ， 同时其研 究和实现也离不开场

所要素艺术与技术 。

安东医院是
一

座位于中 国湖南省保靖县的 乡村医

院 ， 建筑面积仅有 １４５０ｍ
２

， 却是现代 的医疗空 间和

传统形式的一次全新对话 。
整栋 建筑 的外立面是 由 当

地回收的灰色砖块砌筑而成 ， 内部螺旋形走廊的内侧

是由混凝土定制模具 浇筑而成 。 这些建筑材料就地取

材 ，

采用最本土的建构 工艺 ，

远远看去
，

完全融于周

围建筑的气氛之中 。 安东 医院 的设计历程是对功能改

造 、 建设成本 、 风貌传承等 多方面 因素的
一次综合回

应 ， 是对趋同化解决方式的一次 勇敢挑战和成功实践 。

３ 李庄同济医院——场所营造实践

七十多年前
，

滚滚长江见证 了 同济与李庄在抗 曰

烽火中 的真情相守 ， 同济大学迁址李庄古镇 。 同济大

学与李庄人民结下的这份深厚 的战时情谊历经数十年

风雨 ， 历久弥新 。 李庄 同济 医院于 ２０ １ ６ 年建成并投

入使用 ， 整个项 目 的顺利建设源于 当地政府 、 宜宾市

第三人民医院 、 同济 大学 的相互信任 、 精诚协作 。 李

庄古镇醇厚的地域文化让这座现代化医院的设计工作

凝聚了 更多 的人文思考 ， 加之李庄与 同济深厚的历史

渊源 ， 让设计者满怀热情又倍感责任 。

３ ． １ 项 目概况

李庄同济 医院是
一

家二级 甲等综合医院 ，

地处宜

宾市李庄 组团核心部位
，

位于李庄 古镇 西侧 。

一 期

４００ 床 ， 地上建筑面积 为 ５ ３０８７ｍ
２

， 地 下建筑面 积

１ ２６０ ０ｍ
２

， 建筑总高 
５９ ． ５ ５ｍ 。

３ ． ２ 宽街 窄巷
一

内部交通体系

李庄古镇的街巷空间结构 完善 、
层次清晰 ，

至今

完整保存着 １ ８ 条明清古街巷 。 古镇经 多年 自然 生长

形成 ， 以
一

条沿江主街横贯东西 ， 并 以此为轴生长出

次一级的街巷步行体系 ？

■ 主街连接公路码头 ， 沿街设

置古镇重要功能建筑 ；

次街等级降低 ， 沿街设置商业

店铺 ；

主巷支巷人流量 更小 ，

连接住宅入 口 和院落山

墙 。形成
“

主街
一次街一主巷一支巷

”

的空间层次变化 ，

在平面形态上 表现 为主次分 明的鱼骨状分布 。 李庄同

济医院的内部 交通延续 古镇
“

街巷式
”

交通网络体系 ，

希望在空间感知上激 起使 用者 的共鸣 ， 产生场所意义

和归 属感 。

“

医疗主街
”

宽 敞明 亮 ， 作为 交通 主轴串

联 门急诊 、
医技和住院 。 在人流密集 区域设置 自动扶

梯和景观 电梯 ， 形成一个高 效便捷的立体 交通体系 。

病人通过医疗主街到达候诊空 间 ， 并逐渐向诊疗空间

过度
；

适当 变窄的
“

医疗次街
”

满足病人通行和二次

候诊的需要 ， 交通空 间等级降低 ；
功能房间沿

“

医疗

次街
”

幵门
，

犹如古镇沿街店面的形式 。 就诊区后部

是医护工作区域 ， 内部 人员通过更窄 的
“

巷
”

道形成

医护步 行体 系 ，

“

巷
”

的界面 内 向私密 ， 像毛 细血 管

般深入每个内部 区域 。 病人通行的
“

医疗街
”

与医护

通行的
“

医疗巷
”

内外相 生又 互不交 叉 ，

清晰有效地

实现医患分流 。

３ ．３ 围合空 间
——

院落与中庭

传统建筑的内部核心是院落 ， 它是建筑的 内脏和

空间精华所在 ，

这样 的空 间是含蓄而具有场所深度的 。

李庄古镇建筑集群 中 的
“

围合空间
”

包括天井 、合院 、

廊院等 ，

形式丰富 、表现多样 。 而医院里的
“

围合空间
”

在带来阳光 、
空气 、

景观 的同时 ， 还是组织功能流线

的重要空间节点 ， 在识 别性 、 便利性和节能性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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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 李庄 同济医院首层平面图

２４ ． 下沉庭院

２３ ．Ｆ ｉｒｓ ｔ
 ｆ ｌｏ ｏ ｒ

ｐ
ｌ ａｎ ｏｆ Ｌ ｉＺｈ ｕａ ｎｇ Ｔｏ ｎ ｇｊ

ｉＨｏ ｓｐ ｉｔ ａ ｌ

２４ ．

Ｓｕ ｎ ｋｅ ｎ
ｇ ａ

ｒｄｅ ｎ

１ 门诊主入 口 ５ 急诊 留观病房９ 行政办公

２ 门诊大 厅６ 药剂科１ ０ 下沉广场

３ 急诊急 救７ 放射科Ｉ
１ 屋顶花 园

４ 庭院上空８ 住院门厅Ｕ 汽车坡道

特殊的意义 。 李庄同济 医院设置了一个合院 、

一

个中

庭 、 三个 内院和
一

个下沉庭院 。 不同的 医疗功能通过

“

围合空间
”

形成联系
， 并在合适 的空 间尺度 、 构成

次序下产生了互动关系 。 门诊 医技楼 、 病房楼 、 行政

办公楼三栋建筑围绕合院空 间形成相互环抱 、 紧密联

系的结构 。 步入门诊大厅 ，

便是高大的 中庭空间 ，

阳

光从南侧通高玻璃幕墙洒入室 内 ，
温暖 明亮 ，

不 同楼

层之间视野通畅 ， 构成立体空间 的核心 。 门诊诊疗部

分设置三个内院 ， 给诊室带来通风采光的同时营造出

尺度宜人 、 富 有韵味的屋顶花园 。 下沉庭院连接外部

场地和 负
一层公共空间

，
通过扶梯电梯与门诊 中庭紧

密相连 。 下沉庭院中设跌落式绿化景观 ，

形成具有围

合深度 的场所空间 。

３ ．
４ 筑地随形——双首层基面

四川独特的山地环境和天人合
一

的思维体系孕育

出李庄古镇独特的地域性建筑形态 。 依山就势 、
趋利

避害 、 筑地随形 ， 呈现 出建筑与 自 然和谐共存的状态 。

当地形变化较大时 ， 通常采用挖填台地的方法处理高

差
， 建筑内部通过台阶踏步连接不 同高度的建筑基面 。

李庄同济 医院基地南高北低 ，

落差接近 ５ｍ ， 建筑设

计顺应地形
，
减少对现状地形的破坏 ， 合理布置 医疗

功能平面
，

提出
“

双首层
”

概念
，

借地势高差形成南

北两个入 口基面 。 门诊 、 急诊 、 住院三个主要入 口 空

间设置于基地南侧 ，

统一将 ± ０ ．０００ｍ 作为医院
“

第

一

首层
”

标高 ， 确保大量人流在进入医院之后实现无

高差水平安全移动 。 于 －４
． ５
ｍ 标高设置

“

第二首层
”

，

面向地势较低的北侧开设入 口
， 作为儿科门诊和感染

门诊等小流量医疗功能 的入 口界面 。 第二首层平面
一

半埋在地下
，

一半处于地面以上
，

在北侧设 置中心供

应室 ， 既设于地上满足医疗规范要求
，

又避开主入 口

首层 ， 为诊疗功能留 出宝贵的首层空间 。 双首层的平

面布置形式在医疗功能和 地形变 化之间取得协调 ， 双

首层并非割裂开的两个独立空 间 ，
而是通过 下沉庭院

和医疗中庭两个立体交通节点在室内外建立 紧密的竖

向联系 ， 在立体空间上形成双倍首层使用效率 。 下沉

庭院设置 的跌落绿化与入 口广场形成
一

个空 间整体 。

场地 、 建筑 、 植被 ，
三者 自然共生 ，

形成具 有山地特

征的特殊地域的场所空 间 。

３ ．５ 光影 的张力——历史与符号

建筑师把情感因素倾注在建筑实体上
，

建筑实体

在符号图案的传递过程中充当着信息中介 ， 把建筑师

所赋予 的信息传递给接受者 ，

从而达到建筑师与 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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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问的共鸣 ， 产生应有的审美效果和精神 功能 。 张

家祠是 李庄望族张家的 宗祠 ， 位于李庄羊街 临近长江

一侧 ， 建于清道光年间 。 祠内 有用整块上等楠木雕刻

的 ５ ０ 扇窗页 ， 每扇都精工雕刻 有不同形态 ：

栩栩如

生的仙鹤 ， 四 周配 以动感的云彩 ， 谓之
“

百鹤祥云窗
”

。

梁思成先生将 张家 祠百鹤窗誉 为
“

李庄 四 绝
”

之
一

。

同济大学文远楼可 以说是同济最具历史意义与深远影

响的建筑之一
，
年近

“

花甲
”

， 是 中 国现代建筑史上

的
一座丰碑 。 建筑墙面上经典的镂空浮雕作 为文远楼

的标志
，

成 为同济精神的
一

个符号 。 百鹤窗和文远楼

浮雕两件饱含历史 文化的建筑元素被艺 术化地处理 ，

提炼成现代的金属镂空遮阳板 构件 ， 多次运用于李庄

同济 医院的不 同立面上 。 门诊大厅南侧玻璃幕墙上的

金属镂空遮阳板交错有序 ， 在 造型上模拟仙鹤羽翼的

肌理 ， 形成一种神似的艺术表达 。 镂空金属板采用暖

色氟碳喷涂 ， 在室外形成百鹤 祥云木窗的意象 。 在室

内 ，

文远楼浮雕图案被明亮的光线投射在地面上 ，

一

内
一

外 ，

一虚一实 ，

给体验者一 种光 阴如斯 、 往事依

稀之感 ， 是极具张力 的精神体验 。

３ ．６ 粉墙 黛瓦 木窗花
——材料与色彩

川南民居讲究
“

天人合一
”

的 自然观 ， 建筑用料

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既经济节约 ， 又与环境十分协调 。

建筑材料以木 、 石灰 、 青砖 、 青瓦为主。 川 南植被繁

茂 ， 门 窗多采用当地木材 ， 并附上工艺精湛的木雕装

饰 。 粉墙 、 青瓦 、 木 门窗 、 木雕 、 青砖勒脚等 ， 成 了

川南建筑元素的精辟提炼 。 川南传统建筑色彩朴素淡

雅 ， 以灰白色调 为主 ， 暖色调作为 点缀 。 青瓦 、 粉墙

的深灰 与 白色作 为整体着色基调 ；
门窗木雕 多以原木

本色 ， 暖色与青砖 白墙搭配显得清新明快 。 李庄 同济

医院 以川南传统建筑为 原型 ， 在建筑用材上结合现代

建筑特点 ， 采用小青瓦 、 暖色面砖 、 深色玻璃 、
白 色

仿石喷涂 、 木色金属板 等建筑材料 ， 让这些传统和现

代的建材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重新建构 。 白 色仿石涂

料和深色玻璃作为 建筑粉白和冷灰的主色调 ， 质朴而

端庄 ， 充分符 合医院建筑特性 。
暖色面砖和木色镂空

金属板与传统建筑中木 门 窗的形式和颜色取得统
一

，

成 为视觉活跃 的要素 。 窗下墙 采用当 地小青瓦 砌筑 ，

丰富了 建筑的肌理和细节 。 建筑做灰砖墙裙 ，

强化传

统建筑青砖勒脚的构造元素 。 多种建筑材料的协调搭

配和色彩的美学抽 象 ， 使得这样
一座纯粹的现代主义

建筑具有了地域 文化氛 围 。

３ ．７ 空中花园
——融入 自然的医院

宜宾市属中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气候 温和 、 热

量丰足 、 雨 量充沛 、 光照适宜 、 冬暖春早 、 四季分 明 、

临近长江 、 水 资源丰 富 。 在这种地理气候环境下
，

常

绿 与阔叶植被极易存活 、 生长茂盛。 当 地居 民喜 爱绿

植 ， 积极开展 建筑物 、
屋顶 、 墙面等立体绿化 ，

整座

城 市植被繁茂 ， 绿 树成荫 ， 被连续授 予
“

森林城市
”

的美誉 。 李庄 同济医院的绿化景观充分 结合 当地气候

人 文特点
，

充分利用屋顶及下沉庭院 ， 结合 医院建筑

自 身特点 ，
除 了美化病人疗养环境品质外 ，

还 为病人

提供在 室外健身活动的场所。 景观绿化一方面 为室 内

大厅空 间提供绿色景观 ，

一 方面为门诊病人提供室外

活动场所 。 空 中花园的精心塑造结合场地内大量景观

绿化
，

最终 实现了 医院 院长 的建院期许 ：

“

建 立一座

医院 中的花园和
一所花 园中 的医院 。

”

４ 结语

医院建筑以 功能为最大权重的设计评价标准 ， 导

致设计将关注的重 点束缚在功能 、 效率 以及局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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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上 ， 使建筑停留 在满足
“

功能的 容器
”

这一初

级状态 ， 自 然与地域 、 历史与文化 、
艺术与技 术等场

所构成要素则容易被忽视 李庄同济医院的设计实践

正是对医院建筑如何在达成功能和效率的前提下 ． 提

出 了 疗愈空间 中应具有场所精神这个命题 ． 并具体实

践了 让医院回 归建筑本源的设计思考 －

： 图 片 来源 ： 图 片图纸均 由作者提供 ． 其 中图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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