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中心-泉 

 

 

 

 

 

 

 

 

 

 

 

 

 

 

    泉村拥有熊本县第二大面积，是位于县中央，山林面积占 94%的山村。 

    在贯穿中央、南北走向的分水岭以东是平家落人传说中的秘境“五家庄”及传承古

代舞蹈的久连子古代之乡。 

    保留至今的宝贵的自然风光本身就是旅游资源。 

    在村口通过削平山体建成的高地上，发挥着作为介绍本泉村的信息中心的职能。 

    在规划上使其成为传递农林业及旅游等村内产业信息的基地。 

 

 

●建筑物简介 

    本建筑按职能采用了 2个独特的形态。用于接待造访村庄的游客的 L字型物产餐厅

楼是通过支柱支撑的开放式带支脚的木造大屋顶建筑；而具有村里福利厚生设施性质的

会议室楼作为有力承载广场和交流中心整体的关键设施，从形态上看像木块削成的木造

建筑物。 

   外墙均铺贴了作为村内林业象征的杉木板。物产餐厅楼由强调水平条纹的木制屏构

成，浮现在泉村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人工景观——砌石梯田的上空，沐浴着夕阳，表现

了积极面对自然的意志。 

 

 

 

 

 



●建筑物信息 

名称 交流中心-泉 

所在地 八代市泉町大字岳 3296-1 

主要用途 观光介绍中心+物产馆 

项目主体 泉村(现八代市) 

设计者 武田光史＋ROGOSU 设计同人 

施工者  日东工务店 

占地面积 8,447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991 平方米 

楼层总面积 1,860 平方米 

层数 地上 2层 

结构 木造、部分钢筋混凝土结构 

外部装潢  

屋顶 不生锈厚 0.6 面板屋顶工法 

  外墙 铺贴 12 张厚杉木甲板，Osmocolor 蜡封 

施工期间 1995 年 9 月～1997 年 3 月 

总工程费 689 百万日元 

●获奖信息  

1997 年 荣获熊本景观奖奖励奖 

1998 年 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建筑设计师简历 

 

武田 光史 

1950 年 出生于宫崎县 

1973 年 东京工业大学毕业 

1978 年 担任东京工业大学助手 

1985 年 为开发农村逗留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 

1986 年 成立光史建筑设计事务所 

1988 年 担任东京工业大学兼职讲师 

●获奖经历 1992 年 荣获东京建筑师会住宅建筑奖金奖 

1998 年 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摄影：石黑 守、清岛 靖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