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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校校园的规划与建设
周志进

摘 　要 　日本高校十分重视校园的总体规划 ,建设以规划为龙头 ,先规划后建设 ,按规划搞建设。

校园的规划、建设非常讲究校园内外的环境组合 ,建筑物既富有个性 ,又相互协调 ,而且与社会融

为一体。校园的环境着力营造文化氛围 ,坚持以人为中心 ,适应人的精神需要。校园的设施建设

从整体上考虑 ,做到高质量、多功能和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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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日本国文教施设协会的邀请 ,江苏省教委

及江苏省高校基建研究会组团考察了东京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大阪教育大学、丰桥技术科学大

学、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和

园田学园女子大学等七所大学。几所日本高校的

校园规划与建设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校园建设中的规划意识

日本高校校园建设始终坚持以规划为龙头 ,

先规划后建设 ,按规划搞建设。在日本 ,无论哪一

类大学 ,建设之前都须制订出一个较为科学合理

的规划。这个建设规划的论证相当严密 ,时间较

长 ,且确定层次很高。国立大学要由文部省大学

审议会讨论批准 ,公立大学由地方政府审查批准 ,

私立大学由校董事会批准 ,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

性。规划确定后能严格按规划分步进行建设。东

京大学是日本国立规模最大的大学 ,创建于 1877

年 ,它虽历经 120 多年的岁月沧桑 ,但校园的总体

布局还是那么合理、妥贴。随着岁月增加 ,使原来

为建筑物配套的绿化更成气候 ,更臻完善 ,古老而

不落后的众多建筑在成排成行的参天大树的掩映

下更显露出老校独有的校园风貌。丰桥技术科学

大学和大阪教育大学是两所新建的中等规模的大

学 ,校园建设都是一次规划到位 ,然后分步实施

的。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是在 1978 年开始建设的 ,

但学校在 1975 年就成立了设施部 ,让建设管理人

员提前熟悉校园总体的规划并参与单体建设的设

计 ;大阪教育大学建立于 1995 年 ,按功能分区的

各类建设已基本建成 ,但按规划只用了三分之二

的土地 ,校园内还留有很大的发展空地 ,而且学校

事业发展所需新建的建筑物已经在规划好的总体

格局之中。

日本高校还十分注重规划的延续性 ,后续的

建设严格按原规划的思想进行延伸和扩展。规划

先于建设 ,但规划毕竟要受到当时多方面条件的

限制 ,而发展又要超越时空。如何使后来的建设

不违背先前规划的总体构思 ,并通过“延伸”来弥

补规划的不足 ,日本高校有两种突出的做法 :一是

拆旧重建 ,拆低建高。如东京大学 ,近期分别对两

幢旧楼理学部和工学部及附属医院住院部进行了

加层、加接改造 ,大幅度增加了房屋使用面积 ,既

满足了事业发展的需要 ,又较好地保护了校园原

有的布局和空间。二是向外扩展、异地建校。为

了维护学校原本合理的总体布局 ,将学校中某些

学科或新创立的专业建到本部以外的地方 ,建立

相对独立的新校园 ,以适应新的发展。东京大学

把学校发展定为“三级结构”,一级 (本乡) 是将传

统性专业保留在本部 ,使其继承特色 ;二级 (驹场)

将尖端研究和应用性学科放到学校左边一块有

900 万平方米的地方 ,使其自成体系 ;三级 (柏)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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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结合新的专业建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 ,使其

不断发展。庆应大学义塾分部也属于这种情况。

二、校园建设的环境意识

高校校园是具有各种用途的建设的集合体 ,

各个建筑为适应其用途而具有各自的外在造型。

日本高校为了建设能充分发挥各自特色的具有魅

力的校园 ,将各个单体建筑作为一个群体组合 ,非

常讲究相互之间的协调性。我们参观了七所高校

的校园 ,感到每所高校的校园都有自己的特色 ,没

有一点雷同感 ,有着自己独特的校园环境。日本

校园建筑大部分采用集中式的布局 ,以成组成团

的方式组合建筑群体。楼与楼之间的距离和交通

路线采用最合理的布置使之尽量缩短 ,各个相对

独立的分区之间也基本上打通分割界限 ,楼内楼

外都设有方便的连廊和通道 ,使建筑群体在整体

上能联系方便 ,联络通畅。如大阪教育大学 ,楼与

楼之间采用长廊连接 ,下雨天走出楼外可以不用

雨具。高校校园内各建筑物之间联系在手法表现

上各有侧重 ,东京大学侧重建筑物的外形 ,京都工

艺纤维大学、园田学园女子大学侧重建筑物的色

彩 ,丰桥技术科学大学、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是

侧重建筑物的装饰材料。

同时 ,校园环境既是大学内部的公共空间 ,又

是对当地居民开放的场所。各高校为了充分显示

其特色 ,建设富有个性的校园 ,还对校园周边的绿

化、地形、植物生态和风俗要求等自然环境作周密

的考虑。一所高校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和文明的杰

出代表。日本高校的校园与周边环境的联系很自

然 ,也很紧密 ,几乎与周围的城镇融为一体。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校园建设规划服从城

市总体规划 ,如京都工艺纤维大学内建筑层高一

般都在 4 层以内 ,原因是京都是个古城 ,建筑物高

度被当地法规的高度所限 ,不得超过 20 米。第

二 ,校园建设对美化周边环境起着积极的作用。

如大阪教育大学建在国家的公园范围 (风景区)

内 ,是个采石山。为了使学校校园与周边环境相

互借景 ,相得益彰 ,这个大学校园的规划、建设更

是独具匠心 ,设计者充分利用高低的山坡、原有的

绿化等良好的自然环境 ,将各类建筑合理地进行

布置。外饰采用与自然协调的颜色 ,绿化面积达

60 %以上 ,还精心设制了草坪、流水、花丛、曲径和

彩色艺术路面。第三 ,校园与社区没有明显的分

割界限 ,自然连结 ,如庆应义塾大学、丰桥技术科

学大学、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的校园都没有围

墙 ,庆应义塾大学的周边是通向南北东西的公路。

奈良先端技术科学大学的主干道与社会交通干线

连在一起 ,粗一看难以分辨谁是学校 ,谁是企业 ,

就连古老的东京大学内也有一条城市交通的道

路。

三、校园环境的文化意识

建设舒适、美丽的校园不仅仅是简单的“物

化”,更重要的是“人化”。坚持以人为中心 ,适应

人的精神需要 ,提高人的修养 ,陶冶人的情操 ,体

现传统文脉的延续 ,塑造一个优美、宁静而富有文

化和时代气息的校园 ,这是日本高校校园建设的

又一显著特点。人是校园内活动的主体 ,除了正

常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 ,教师与学生之间 ,学生

与学生之间 ,需要大量的研讨和广泛的交流。日

本高校十分注意在建筑物内设置多种宽敞、舒适

的交往空间。在教学楼、科技馆、图书馆 ,乃至学

生公寓内到处都有专供人们会谈、休憩的场所。

这样 ,人们的情感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的知识补充

在自由的交谈中得到广泛而灵活的增进和激发。

在几所新建的高校校园里 ,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室

外的各种适合师生停留、谈话的场所 ,在校园幽静

的角落 ,放置了舒适的座椅和沙发 ,有条件的地方

还设置了投币式自动购货机或小卖部。此外 ,还

特别考虑到老人和残疾人的使用方便 ,比如在进

大楼主台阶旁留有轮椅的通道 ,在电梯中备有盲

人使用的触点等等。在校园设施中还充分考虑到

使用的便利。如教室中前面的黑板设置有多种功

能 ,写字、放映、投影自动升降 ,而且黑板不黑 ,无

粉笔灰。课桌椅连成整体 ,每套桌椅只有两条腿 ,

人离开后 ,坐椅会自动伏在桌上 ,腾出地面最大的

空间 ,以便于清扫。

与此同时存在的是日本高校校园内浓烈的文

化氛围。对此 ,日本高校的建设者有着执着的追

求 ,校园内的立体绿化、室外美术、雕塑以及叠石、

建筑小品都是精心设计、刻意安置的 ,这使原本美

丽、整洁的校园得到了内涵上的升华。园田学园

女子大学占地面积不大 ,但校园主干道两旁间隔

安装的人型小雕塑具有极高的文化品位 ,而小巧

的雕塑极大地弥补了校园略小的不足 ,使人有校

园不在大 ,“有仙则灵”的感觉。大阪教育大学 ,用

·17·第 4 期 　　　　　　　　　　　　　周志进 :日本高校校园的规划与建设



玻璃幕墙作为外体大楼巨幅图像 ,有一种气势逼

人的文化气味。此外 ,利用楼与楼之间的空间巧

妙设置了露天剧场 ,洋溢着一种潜在的文化情调。

四、校园设施建设的整体意识

日本经济技术的先进发达比较集中地体现在

日本的高等教育上 ,而高等教育的先进发达的基

础是高校设施建设的高质量、多功能和一体化。

首先是高质量。日本政府对高校设施建设的

投资逐年增加 ,而且建设标准比较高。据丰桥技

术科学大学介绍 ,1978 年规划新建丰桥技术科学

大学 ,占地面积 356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90000

平方米 ,文部省投资 200 亿日元 (相当于当时人民

币 15 亿元) ,一般建筑物达 30 万日元/ 平方米 (相

当于当是人民币 2 万元/ 平方米) 。建设的高标准

是建筑高质量的前提 ,尔后 ,通过签订规范周密的

施工合同及严格的监理和质监 ,狠抓高水平的施

工 ,进而达到建筑的高质量。日本高校的建筑以

西欧式为主 ,但我们看到的并不十分洋气和豪华 ,

而所有的建筑物质量却是无可挑剔的 ,装饰的工

艺水平更是精益求精。即使无任何装饰的混凝土

外墙也十分光洁、流畅 ,有贴面装饰的墙面更是嵌

缝细密 ,线条清晰。室内墙面大部分采用不锈钢

板和铝型材料拼装而成 ,墙面的平整度和光洁感

十分理想 ,而且色彩的配比也十分协调、柔和。

其次是设施建筑的多功能。为了适应教育内

容的更新 ,教育手段的变化 ,日本高校极早地考虑

到具有很强灵活性的多功能的设施 ,而且是多层

次、多方面的。在一般性使用方面 ,教室和研究室

的尺度较大 ,多采用柱网较大的框架结构体系 ,可

以通用互换。供教学、科研需要的通用性设施 ,普

遍设置了夹层地板、各种电源、空调、通风系统、对

讲系统、传真系统及监控系统等。特别是新近采

用的智能化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技术 ,使设施的

多功能达到了近乎完整的地步。庆应义塾大学

1990 年建校时就采用电脑分散式联系 ,学校有

4500 名学生 ,只有 150 名教师 ,教师的上课通过

256 个对外网络线路送到有关教室和附近的学生

宿舍 ,学生可以在宿舍里听教师上课 ,也可以通过

电脑请教师批改作业 ,评点论文。奈良先端科学

技术大学 ,最近建设的多媒体教室更是将多种功

能集于一体。教室的正面是大型显示屏幕、书写

板、投影 (放影) 幕布 ,通过控制开关可以书写、投

影、进行电脑教学等。

第三是设施建设的一体化充分考虑。设施建

设的综合效益 ,即为教学、科研、产业及终生学习

服务一体化。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综合使用设施 ,

提高了投资效益 ;另一方面可以在为社会服务的

同时得到丰厚的回报。东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医院 ,虽建在校内 ,但对外

开放 ,它既是社会的一个医疗单位 ,又是学校教

学、科研的机构。我们在考察该院时 ,有幸参观了

正在进行心脏手术的现场 ,摄像机将手术现场的

全过程及仪器仪表测试的各项数据用光缆传送到

各有关教学现场和科研机构 ,极大地丰富了教学

和科研内容。高校也设有成人教育学院 ,接受在

职人员的学习 ,开设公开讲座 ,开放图书馆、体育

运动设施等。日本高校更注重将科研和产业结合

起来 ,每所高校每年有大量接受社会企业界委托

的研究项目 ,还承担与地方研究机构共同研究的

任务。丰桥技术科学大学是应爱知县要求而建立

的高校 ,它与地方企业的联系更为密切 ,对地方企

业的服务也更为主动 ,该校科研机构基本上是丰

桥地区的科研机构 ,每年要接受产业界大量科研

项目 ,当然也接受到大量的科研经费。丰桥大学

对未来发展的口号就是“社会将科研计划交给了

学校 ,学校要为产业发展作贡献”。还有 , 高校向

社会开放 ,使学校、社会在设施上形成一体化 ,如

日本最大的电气公司“N EC”公司就建在奈良先端

科学技术学院内 ,极大地促进了学校电气化教学

和科研水平。

(责任编辑 　齐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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