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高新区国画院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大

阳山森林公园内部，是苏州提升文化品位、交

流发展、展示对外形象的一个新窗口。两栋建

筑距离约150米，设计通过建筑形象统一协调

及景观的连接，将高新区国画院打造成一个相

互协调又独具特色的建筑群体。

该建筑风格以简洁的新苏式为设计理念，

建筑可识别性强。景观隐藏于山峦起伏的地

势中，利用建筑与场地原有的山结合景观铺设

的镜水面营造出灵动的山水画般的韵律之

美。采太湖之滨天地灵秀之精华，并从书画艺

术中提取设计灵感，吸取近现代艺术大家对中

国画的意境营造之美。

利用中国画的表达手法：皴、擦、染、勾、

点，对应表达内容：山、林、水、石、花。将这些

元素与四周意境结合，建成苏州近现代水墨

画陈列之馆。墨分五色：干、湿、浓、淡、枯。

水少则浓，水多则淡，水少则枯，水多则湿。

将墨的浓淡用于场地铺装的划分和颜色的选

择上，丰富统一场地调性。设计定位自然山

水的美体现在返璞归真，景观设计的美体现

在尊重场所、尊重人性化。宏观上从场地实

际情况出发，根据地理位置合理定位场所精

神为最终打造“意·景”观。微观上以艺术之

美为核心结合生态之美、韵律之美，对场地进

行细化设计。总体景观设计引人入胜，流线

道路，深浅蓄势。以建筑为岭，增加后期景观

设计的水，最终营造出犹如生长的山水画。

（刘佳）

苏州高新区国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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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筑的使命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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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成归成”：”：聚焦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聚焦第一代中国建筑师
天颖

探讨 21 世纪的美术馆时，人们谈

论的已不仅仅是艺术和文化，作为城市

最重要的公共项目之一，当下的美术馆

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城市竞争力，不

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创新，以及建筑和

城市规划的关系等等。从某种意义上

说，设计建造美术馆的建筑师被赋予了

更多改变城市的权力，因此，作为建筑

师而言，他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和价值观

认定，变得越来越重要。日前，一系列

围绕主题“二十一世纪美术馆：文化项

目需要怎样的建筑”的论坛活动在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开。相关领域的专

家学者从不同维度对 21 世纪文化项

目、艺术机构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建立

与调适，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突破边界 联通城市

近年来，观众文化消费的提升促使

美术馆完成了一次转型，也给文化建筑

发展带来了契机。那么对于一个文化

建 筑 ，建 筑 师 究 竟 可 以 做 些 什 么 ？

OPEN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认

为，首先是平衡，即建筑与其所服务的

展示内容之间的平衡，虽然美术馆是为

艺术提供展示空间，可是建筑本身依然

要打动人，可以启发人去探索。美术馆

其实是一件大型艺术装置。作为一种

边界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可以

帮助打破边界，协助拓展一定空间里可

容纳、可接受的艺术类型。二是突破人

和艺术的边界，打破美术馆高高在上、

封闭盒子的固定框缚，拉近人和艺术的

距离，空间在此发挥了媒介的作用。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

筑师必须要超越美术馆本身，拓展到如

何对城市、对社会环境及大自然产生影

响。以北戴河的沙丘美术馆为例，它提

供的不只是艺术展示和活动空间，还有

对沙丘的保护意识。艺术和自然在这

里交融、共存，建筑也近乎消失一般，与

城市融合在一起。

去年开幕的杭州富阳美术馆，实际

上是一个集美术馆、博物馆、档案馆于一

体的建筑群。它位于城市中心，据中国

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介绍，

始建之初，政府希望以《富春山居图》为背

景做博物馆，也要求在馆内展示这幅山

水画。因为山水画是有价值观和特殊审

美的，而今天的城市是否缺乏这种审美？

显然，在一堆高楼大厦中“山水”并没有得

到尊重。“我有机会通过美术馆设计来表

达我的认识。4万平方米的美术馆有着

不超过两层楼的高度，我用特殊手段让

观者感觉不到它的高度，这是山水画里

重要的视觉经验——就是如何讨论山和

水、和人的关系；再就是用废墟上搜集的

材料（老房子拆下来的旧物）重造美术

馆，让废墟重新获得尊严和价值，这些都

是美术馆建筑有可能做的。”王澍说，建

筑设计并不只是关注美术馆本身，还关

注如何激活城市，所以建筑师应该更多

地从城市的角度创造一种联通——让美

术馆建设在城市敏感地带，起到联系周

边环境和事物的作用，而不是常规地去

放置另外一个“盒子”。

建筑与策展的创作问题

和建筑师一样，策展人也要考虑空

间和时间问题，需要考虑观众、建筑使

用者与这个城市文化的关系，而两者的

不同之处在于时间。相对于策展人，建

筑师需要处理的是一个持久的甚至是

永久的空间，所以展览和建筑是针对完

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展开创作。

对于策展与建筑的关系，蓬皮杜艺

术中心新媒体馆藏部门主管玛萨拉·利

斯塔谈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建设之初

就希望营造一个开放灵活的空间，所有

的建筑功能都外在化了，因此公共空间

非常通畅，在其中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

活动。反映在布展原则上，很多展览的

隔断都可以自由拆卸、移动。近些年，

蓬皮杜艺术中心在公众行走的空间中

引入一些新的项目，同时，在组织展览

的时候还考虑到如何推动思想交流。

这些都反映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

化特点：艺术不仅仅建立在事物之上，

也建立在思想之上。对于不久将在上

海揭幕的蓬皮杜上海西岸美术馆项目，

作为策展人的利斯塔表示：“美术馆的

旧址曾是过去的工业码头，从这里还能

看到河上运输的船……我们希望让观

众去远望、凝视，看到时间和空间的交

汇，使不同的时间尺度能够共存于一个

博物馆之内。”

和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相比，2012

年开馆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

好比是处于“婴儿期”，作为中国唯一一

所公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PSA 建筑本

身的历史和接受改造的时间非常短，博

物馆空间留下很多空隙或者说缺陷，比

如说动线非常绕、有太多无法定义的部

分、缺少私密性等等。“当你身处其中，

会感觉不是处在一个美术馆空间，而是

城市环境当中。我们会在其中迷失、闲

逛、邂逅，当然也会发现一些新东西。

而正是这样的一种模糊性和不可定义

的感觉，让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形成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张力。”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馆长龚彦举了“移动建筑——尤

纳·弗莱德曼”（2015）和“栖居的庆典：

巴克里希纳·多西建筑回顾展”（2017）

两个 PSA 策划的展览实例。尤纳·弗莱

德曼的展览基于其著作《幻影集》，表述

了建筑师对于宇宙的理解，从上下左右

与中间的空间概念慢慢展开。多西的

展览则再现了建筑师的居家空间、工作

室，以一种散点式的布局赋予观者自由

选择观展路线的权力，使观众在现场随

时发现新的惊喜，体验建筑师所强调的

“庆典”。

文化建筑的生命力在于日常

总之，服务于美术馆本身的建筑概

念应由讨论（而非对话）促成。策展人针

对藏品，以及相关的收藏、展示、运输等，

提出美术馆设计方面的需求。紧接着，

舞台场景设计师将舞台场景设计方面的

需求整合到设计之中，使场馆可以灵活

实施其他艺术方案。同时，博物馆照明

和自然采光方面的专家也参与到讨论

中，对多种可行的博物馆路径、会议空间

以及文化交流空间提出设想。

当下传统产业面临萎缩和挑战，很

多城市相继开展了以文化为自身定位的

转型。文化建筑很难在一个没有文化根

基和氛围的情况下顺利实施。在中国，

有不少项目都是在一个完全空旷的情况

下，建设大体量的文化性建筑。尽管在

设计的前期，建筑师已经尽力规避和化

解，但是仍有太多环境的不确定性，最后

导致项目推进不下去。CAAU建筑事务

所亚洲分部负责人王琢表示，建筑师是

为人们生活的环境提供有效、长久的发

展空间，并且激发人和社会的一种良性

互动，每一个建筑其实都应该回归于使

用者日常生活的表达中。“目前我们造了

太多的房子，把人看成抽象的普遍存在，

没有面孔和表情。建筑师要重建和土地

的联系，尊重和认识生活中每一个基本

事物的意义。我们总是想做英雄或者做

超出日常的事情，其实我们还没有好好

审视这种日常。”

为什么在当下谈文化建筑？文化

建筑为什么重要？因为人需要有精神

世界的依托，而经济不能代替这些需

求。艺术是连接所有人的纽带，艺术一

定要感动人，场景一定要打动人，不然，

所谓建筑就毫无评判意义，因为它是否

能留存，完全是由时间证明，而不是由

某个人的智慧去决定。

他们好比是群峰，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中国

现代建筑先驱者中的杰出代表。继之而起的一大批卓越的建筑师与建筑

教育家，大都出自这些名师的门下。正是这些璀璨的群星，映亮了中国现

代建筑教育与中国现代建筑创作的蜿蜒前进之路。

7 月 22 日，“归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

师”主题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作品与文献手稿相结合

的方式，集中展示了 1918 年至 1935 年期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

学的 20多位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业成就，生动再现了他们的求学与

归国之路。开幕式上，“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家属代表梁鉴以亲身经历回

顾了“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事业发展和人生追求。来自同济大学、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故宫研究院、“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家属、当代著名建筑师

的代表，分别就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生和贡献进行了发言。

中国现代的城市发展与建筑事业发轫于 20 世纪初，而中国现代的

建筑学专业与建筑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与位于美国东部城市费城的宾夕

法尼亚大学之间存在着特殊而深远的联系。在那一时期，第一代中国建

筑师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一些杰出的代表，如范文照、杨廷宝、梁思

成、林徽因、童寯、陈植等，都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的建筑系

与艺术系，他们在建筑设计、建筑研究、建筑教育以及建筑史学等诸多领

域树立标杆、构建框架，堪称中国建筑学科影响至为深远的第一丰碑。

宾夕法尼亚大学之所以受到中国建筑留学生的青睐，是与其高水平

的教育质量、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个人魅力分不开的。最早来

到宾大建筑系的朱彬、范文照、赵深、杨廷宝等，都曾受到保罗·P·克瑞教

授的悉心指导，在学业方面大有收获，回国后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也极大激发了后来的中国建筑学子，他们源源不断来到宾大学习建筑

设计。这批建筑学专业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即在各地从事建筑专业工作，

把在美国的所获学识应用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他们不仅设计了大量的

办公、住宅、学校、医院、影院和商业等各类新型建筑，打破了外国建筑师

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协力创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为

中国的现代建筑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宾大建筑教育把设计研究作为建筑师的重要技能。在 4 年学习过程

中，学生被分配到各个图房之中，接受曾经在巴黎美术学院受过专业训练

的职业建筑师的具体指导。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需要通过不断练习来

学习如何设计建筑，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以便发挥自身才能，独立

应对具体实践所提出的要求。同时，宾大建筑教育非常强调建筑构造与

建筑绘画这两方面的基本功训练，前者需要遵循各种建造原则，后者则影

响学生对于形式、色彩和比例关系中的美学判断，它们之间的结合则构成

了建筑师的必备品质。宾大建筑教育不仅希望培养一批技术娴熟的绘图

匠，同时也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建筑师，因此，宾大建筑教育十分强

调艺术与技术并重，认为艺术的各种表现形式，如诗歌、音乐、建筑、绘画

与雕塑，构成了一种文化性的整体，因此在艺术方面的素养，对于真正意

义上的建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在以巴黎美术学院为背景的美国建筑教育体系中，衡量建筑教育水

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在各种设计竞赛中所获得的奖项。来自中国

的留学生在这一竞争激励的教育体系中屡获佳绩。第一位来到宾大建筑

系的朱彬，在三年级就在由“布扎设计协会”所组织的全美大学生竞赛中，

从数百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在获奖感言中他曾言：“正值大

量西方科学涌入中国之际，中国建筑却因其理念和形式而显得无与伦

比。”在朱彬之后，杨廷宝、童寯、梁思成、陈植、过元熙、吴景奇、王华彬等，

也在全美以及宾州的各类建筑设计竞赛中频传捷报，显示出极强的学习

能力和竞争实力。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活跃于各种学术领域与社会领域，

展现其多才多艺的出彩天赋。

随着西方建筑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得以引入和传播，如何建立现代

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学科与建筑职业体系，如何采用现代知识体系来梳理

中国营造这一古老议题，成为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和建筑学者所面临的时

代命题与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梁思成与林徽因无疑是最为杰出的先

驱者，他们不仅对中国建筑历史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而且与刘敦桢等中

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一起，开创了用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传统建筑的新途

径。他们不仅发现并记录了大量重要的中国建筑遗构，而且为当代中国

建筑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尤其在建筑思想和具体实践的创造性摸索中，梁思成的一课、一旅、

一著、一图、一影，不仅依赖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更映射出奔波万里孜

孜以求的成果与心得。特别是他参与创立的中国最初的建筑学术团体以

及学术出版物，与志同道合者协力创建了中国自己的建筑教育体系，培养

了第二代、第三代建筑学者和建筑师，为中国文化事业和现代建筑事业的

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北京红砖美术馆

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

建筑师讨论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方案（图中左四为梁思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