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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详细介绍了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大教堂附近的林堡教区集会和办公中·Haus

am Dom(大教堂边的房屋)的设计文脉，方案概念和空间布局，并剖析其核心——玻

璃大厅的设计，对此方案的城市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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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design context，scheme concept and spatial

layout of Haus am Dam，the aggregation and office center of Limburg Parish near

the Bartholom凸usdom of Frankfurt in Germany，and analyzes the design of its core，

the glass hall，as well as the urbanism of this proi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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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 am Dom(直译： “大教堂边

的房屋”，以下简称HAD)坐落于德国

法兰克福市的老城中心区，巴斯洛莫斯

大教堂(Bartholom·usdom)的西北方

(图1)。它作为德国林堡教区(Bistums

Limburg)的宗教、文化、会议及办公中

心，在法兰克福市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2001年法兰克福市对此地块设计的招

标中，来自法兰克福本地的约丹和穆勒建

筑师事务所o。(Jourdan&Mueller PAS)

获得第一名，经过长达6年的方案设计、

修改和建造，直至2007年1月14日，这个

建筑才投入使用。

H AD地处法兰克福旧城区(A t

Stadt)，该地块原来矗立着沃勒·海伯

班得o(Werner Hebebrand)在1 927年

所设计的税务局办公楼，但是，其在二次

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随后法兰克福政府

修缮了它，在如今的HAD中，仍保留了老

税务局的局部，所以，这个建筑既是一个

30年代老建筑的翻修，也是一个新建筑的

创造。如今，它的东南方是大教堂，南侧

以一个有著2000年历史的罗马遗迹考古

区作为边界，西侧则是战后建造的市政大

厅和法兰克福最著名的旅游景点——罗马

广场，较新的施恩(Schirn)20年代艺术

博物馆则凭借其一条长廊串联了该广场和

遗迹(图2)。毫无疑问，这块区域是法兰克

福市文化、艺术、宗教和政治核心，而作

为老城区中最新的综合性建筑，HAD承载

了体现城市文化、展示当代艺术、宣传天

主教会等作用。

HAD作为一个教区办公楼和宣传中心

的同时，也由于其极重要的地理位置，而

成为一个可以休憩的市民论坛和重要的会

议中心，内部功能复杂而多样。其由三大

块组成，最南端建筑头部，中部连接体和

北部的条状部分(图3)。建筑头部——最
靠近教堂的一侧，是一个会议中心，其底

层为一个小餐厅，向教堂广场和罗马遗迹

开放，使得该建筑和古迹有更多接触和交

融，其上的四层包含了一侧具有楼座的大

会议厅和6个中小型会议室。建筑的中段

是一个玻璃大厅，其连接了建筑的南北两

部分，大厅贯通至顶层，其顶面和东侧朝

向教堂广场的一面均由大片玻璃组成，整

个大厅明亮通透。玻璃大厅的北部即为条

状的办公楼部分，此部分一二两层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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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Haus am Dora及其周边航拍照片

图4各层平面图

图3建筑的三部分黑：建筑头部，灰：中部连接体。自：条状办公区

图5法兰克福老城中心规划模型

(资料来源：w州．touri smus-frankfurt．de)

图7概念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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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设计概念草图。大教堂与HAD的关系

(资料来源：间图1)

老税务局的痕迹，维护后稍加改建，一层

为大教堂博物馆，二层则是现代艺术博物

馆，楼上各层是为教区天主教会服务的宣

传机构和教育机构，包括了克雷斯波基金

会、黑森天主教会广播室、莱茵·美茵天

主教媒体工作室、教堂报刊《星期天》编

辑社、教会图书馆、天主教市政工作和宗

教教育理论办公室、幻想曲创作工坊、拉

本斯-马洛斯(Rabanus M8UFUS)学术中

心等教会组织及HAD管理室(图4)。

HAD由于处在重要地块，与城市的关

系必然极为紧密并有更多的文化、历史及

宗教等方面的严苛要求。在2006年的秋

图8传统做法的继承

(资料来源：肿．hausamdom．bistumlimbur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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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HAD模型图片(资料来源：同图1)

图9从大教堂看HAD全貌

(资料来源：同图7)

季，法兰克福市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

组，希望能拆掉现存的高层市政厅，从而

把城市这个心脏地带的建筑布局恢复到

与中世纪类似的状态，并于2008年2月开

始逐步开展此工作，30座建筑将新建于

此地区，其中6座按照战前的原貌复原建

造，HAD便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领头

项目(图5)。经过多年的改动推敲，建

筑师采用了此地块原有建筑的高度和屋顶

斜率，使之具有中世纪建筑感觉，同时关

联老城区的其他建筑。基地东侧的教堂街

(Domstrasse)是以前帝王加冕礼时走

至大教堂的必经之路，旱在大教堂在建的

14、15世纪，为了能从街道的北端更好

的看到教堂的入口，这条街道就呈现了一

定的弧度，当沃勒·海伯班得设计老税务

局时，建筑的东立面便沿街弯曲，如今

HAD完全的保留了这个曲率，长条状办公

图12 HAD模型东立面(资料来源：同图1)

图13 HAD东立面(资料来源：同图1)

图11 HAD模型南立面(资料来源：同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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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南侧的“内立面” 图19玻璃大厅仰视 图21“内立面”上的旋转楼梯 图22平台上的楼梯

图14 HAD的玻璃大厅 图15玻璃大厅顶部

(资料来源：WWW．wikipedia．org J

图16从玻璃大厅内看大教堂

图18玻璃大厅俯视

图20环绕玻璃大厅的“内立面”

左：大厅南侧内立面，中：大厅西侧内立面，右：大厅北侧内立面

楼的弧度以及教堂街北端望去的由大教堂

和该建筑形成的街景和天际线，使人们立

刻联想到该地段的历史意义(图6～7)。

HAD几乎完全维持了基地原先的城市纹

理，同时也保留并翻新了老税务

局立面的局部，开窗方式、表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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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附着在立面上的雕塑都完美的再现，室

内亦继承了老建筑的一些做法，比如在条

状办公楼一、二层展厅的大空间结构材

料采用炼砖，上层的办公室沿锚状弧线布

置，门洞的转角均倒圆角(图8)o对地

域文脉的尊重使得这个现代感十足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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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能更好地融入城市和这个城市的历史。

当然，即使老建筑局部立面保留，一些

做法也套用了传统，HAD仍然是一个彻彻底

底的现代建筑，其装饰线条简洁，表面虚实

对比强烈，边缘挺拔整齐。崭新的白墙和老

立面硬生生的撞在一起，没有交接方式和任

何过渡，但是，平面构图和色彩对比还是合

理美观的，也正是这种新老之间的鲜明对比

凸显了建筑的现代感(图9—13)。除了这

些外在因素，这个建筑强烈的现代感更因内

在的设计要素得以体现，这些要素使得建筑

具有很强的城市性，建筑师自己称它为“连

接东侧加冕路和西南方老市场之间的城市软

组织”，这集中表现在设计的核心一玻璃
大厅中。虽然两端部分功能繁多，在实际用

途上更为重要，然而恰恰是看似功能单一的

门厅才是这个建筑设计的精髓(图14)。

玻璃大厅，是连接以点状空间为主的

南部会议部分和条状空间为主的北部办公

部分的纽带，这个大厅不但是建筑的一部

分，本身也独立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法兰

克福市为了表示此大厅属于城市和市民所

有，特地让一条城市街道——教堂街拐向
这个建筑并穿过大厅，HAD大厅成了城市

路网的一部分，东西侧的门连接了教堂广

场和市政厅，同时为了照顾机动车通行，

在条状办公楼部分的底层打开一个洞口供

车辆穿越，这一做法弥补了以前税务局存

在时此地块路网结构方面的不足，对城

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和基地周边紧密结

合。大厅朝向教堂广场的整面和顶面都是

大面积玻璃墙，整个大厅光线充足，明度

和室外几乎保持一致(图15)。对于教堂

广场，视线畅通无阻，可以看到教堂的北

面和西面以及主钟塔，抬头即可见蓝天使

得人们感觉更像是在一个介于室内和室外

的空间(图1 6)。

这个玻璃盒子割裂了本来连续的坡屋

顶，把HAD明显的分段，使得大厅南北两

部分看起来像是两个独立的房子，它们各

自具有完整的屋项及两侧的山墙立面，连

接它们的走廊也考虑了面向大厅的立面效

果。朝向玻璃大厅的三个“内部立面”风格

与外立面一致，简洁而有力，虚实对比强

烈，阳光下具有很好的光影效果(图17)。

凹洞、凸窗、走廊和露台错落交叠的伸向

这个五层高的通透玻璃大厅，使这个贯通

空间具备了更多室外空间的特质。这样的

“内部立面”增强了建筑物的公共性，门

厅仿佛是附着于教堂广场的袋型小场地，

周围环绕着三座建筑。此大厅在HAD开幕

仪式上就容纳了大量的人群，人们处于不

同标高的平台上，视线可以相互交汇，声

音也没有阻隔，设计者有意识、有目的地

赋予建筑内部空间以社交空间的品质，它

像一个开放的城市空间一般刺激人们的交

往活动。HAD所有向公众开放的功能或

分区均环绕于这个核心并向它直接开放，

包括了大会议斤，拉本斯·马洛斯学术中

心会议室，大教堂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

馆(实际上，它的展廊占用了一个伸向大

厅的平台)，底层餐厅，教会图书馆，媒

体工作和教育机构办公室(图18～19)。

在本来就有人群逗留的情况下，这样的设

计增添了穿越的人流，玻璃大厅更有聚集

人群的可能，逗留和穿越的共同作用使

得它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厅内气氛活跃

积极。借用赫曼·赫兹伯格④(Herman

Hertzberger)的话来说，此设计的“空

间组织方式可以增加人们寻找其他人或某

个特定人时相遇的机会，而无需他们承认

或者意识到这一点”㈣。

单座建筑只能尽自身力量影响外界，

而二座相对的建筑就能产生对话，玻璃

大厅营造了这样的环境，使得建筑南北两

部分“对话”。大厅南侧和北侧的“内部

立面”总体风格近似，但在开合和形成

空间方面有强烈的对比，这样的对比产

生了一种呼应关系(图20)。他们之间

的差别是功能和空间组织方式造成的：南

部的“建筑头部”是以大的点状空间或者

组团构成，其中还包括了一个两层通高的

会议厅，朝向玻璃门厅的开启不受空间限

制，表面多处向内凹进形成一个个洞口，

洞口中穿插两部小型楼梯，丰富了这个立

面，并增添空间趣味(图21～22)；北部

的“长建筑”延续了老税务局条状办公室

排列的方法，加上防火分区的限制，这个

立面只有一个可见门洞，但其并非无所作

为，相对南面的众多凹洞，它的平整白墙

面上附着了一个通向二层的宽敞楼梯，三

层挑出宽大的平台，五层宽阔走廊通向

“长建筑”办公区东侧的长阳台。 “内部

立面”这样的一凹一凸，加上两边楼层错

开的平台，使得两块建筑感觉上互相咬

合，大厅空间更为紧凑。

如果从教堂广场看，几片折板状玻璃

组成大厅，打破了建筑沿街立面原有的节

奏，使之更有一种雕塑感。斜交的玻璃把

室外的阳光折射入室内，使得人们可以在

室内感受城市，看到大教堂，而在晚上，

其又把室内的灯光带向室外，大厅变成了

一个发光的雕塑，感染着周边的氛围。设

计师从城市的受益考虑，使得HAD和城市

相互交融，它的存在更为合理，建造的意

义更为明显。

HAD具有其精神概念，模糊了建筑内

界和外界的定义，并把这种概念直接表现

在空间上，设计注重建筑和城市相互间

的作用，同时重新组织了周边城市空间的

关系，种种做法都使之成为当代建筑的典

范。阿尔伯蒂⑨(AIberti)在《论建筑》⑥

(De Re of Aedificatoria)中所说过：像

建造一个房子一样建造城市，像建造一个

城市一样建造房子——HAD不只是法兰克

福中一个精心布置的可穿越的城市雕塑，

也是一个垂直的多层城市，其具有公共性

及功能多样性、多条交通路径共存、建筑

内部表面的相互呼应使之仿佛一座微缩城

市，玻璃大厅便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广场。

其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彰显个性，相信自

2008年后几年中，法兰克福老城区中心

的重建项目会在HAD的带动下达到一个新

老建筑交辉呼应的盛况。 ●

(注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作者自摄，

自绘)

注 释

(1)约丹和穆勒建筑师事务所(Jourdan&

Mueller PAS)，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成立于1970年，由建筑师约丹(Jochem

Tourdan)和穆勒(Bernhard M／．iller)主

持。

(2)沃勒·海伯班得(Werner Hebebrand，

1899--1966)，德国建筑师、城市规划

师，活跃于法兰克福。

(3)赫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

1932一)。荷兰建筑师，出生于阿姆斯特

丹。

(4)出自《建筑学教程2：空间于建筑师》

P156，赫曼·赫茨伯格著，刘大馨、古

红缨译，天津大学出版社。

(5)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意大利艺术理论家、建筑

师。生于热那亚。青年时求学于帕多瓦

和波隆那大学。受到人文主义教育，曾

出任教皇秘书，一生致力于理论研究。

(6)《论建筑》(De Re ofAedificatoria)，由

阿尔伯蒂所著。于1485年出版。被誉为维

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后的“新建筑十

书”。书中阿尔伯蒂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者地角度讨论了建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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