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文化的多元化 , 作为文化载体的博物馆建

筑出现了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本文结合极具

特征的博物馆实例 , 从 精 神 内 质 、历 史 环 境 、文

脉意向、特殊地段 4 方面 , 探求西方当代博物馆

建筑的文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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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0 年代起 , 博物馆就成为大众化的文化场所 , 并被不断地建造 ,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 平均每 2~3 天就增添一座新的博物馆。人们把博物馆作为“终生学

校”, 用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 , 培养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的兴趣和能力 , 普遍地强调博物

馆为社会大众服务。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 在社会进入技术至上和商业膨胀的时代 , 博物馆建筑种类日趋繁

多 , 功能日趋复杂 , 建筑形态与风格呈现多元特征。一方面建筑自身的艺术色彩通过对时空

的描述和光影追求得到体现 ; 另一方面建筑的人文色彩通过情感、文脉、环境等意象被加以

强调。

博物馆建筑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 往往映射着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

及文化 , 它也许无法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筑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 , 但往往是该地区文脉的

象征、建筑文化的代言人。由此可见 , 博物馆建筑比其他类型的建筑更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 ,

更能展现人类的历史、风俗、艺术等文化环境。以下便是西方当代博物馆建筑几种极具代表

性的文化趋向。

1 解读文本 , 提炼精神内质

博物馆作为文化建筑既是为人类的文化活动所创造 , 也是为维系人类的文化活动而存

在 , 同时体现了文化环境。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在建筑界刮过一阵历史主义和人文主

义旋风。在形象上 , 后现代主义推崇对历史样式的借用和人文精神的体现 , 使建筑成为通俗

的、适用于公众口味的、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在这种思潮推动下 , 一些博物馆建筑开始对自

身的形式和功能逻辑意义之外的多样人们生活与文化意义的表达进行了努力 , 它不再是单

纯的展出和收藏空间 , 而是尽力服务于人们的情感、领悟和沉思的场所。丰富的精神内涵和

深刻的文化哲理是建筑的灵魂 , 只有当建筑与人们的意识产生共鸣的时候 , 建筑才能成为人

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 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的丰实的精神需求的博物馆建筑形象。

丹尼 尔·里 伯斯 金(Da nie l Lib e skind )为 柏林 设 计 的柏 林 犹 太人 博 物 馆( Je wish Muse -

um , Be rlin , 1999) 蕴含着丰富的隐喻( 图 1~2) 。他借鉴了塔木德经(犹太教法典)、建筑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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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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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资料 , 使文学介入建筑设计领域。“建筑

的文本”, 正如里伯斯金 所 说 的 , 在 其 多 样性

和广泛性中包含了全部的书 写 文 本及 文 化 ,

导致各种意义发生不同方式的冲突。在这座

建筑中同样令人感兴趣 的 还有“线 状 的狭 窄

空间”, 它潜伏着与思想 、组织 关 系 有关 的 两

条脉络———无 限 延 伸的 曲 线 脉络 、充 斥 支离

破碎断片的直线脉络。曲线代表德国犹太人

曲折发展的历史 , 直线 象 征 德国 犹 太 人曾 动

荡不安的生活 , 驱逐、屠杀、逃亡、漂泊。设计

者不仅是想通过有形的 物 体 , 更 想 试 图采 用

一种哲学的表达 , 来唤 醒和 融 合 犹太 人 和 柏

林的历史。

曾被法国当 代 哲 学深 刻 影 响的 彼 得·艾

森 曼 (Pe te r Eise nm a n), 把 建 筑 看 作 是 可 读

写的文本。他认为建筑 的基 础 是 哲学 , 建 筑

师应该以哲学的思辨来展开设计。坐落于柏

林市中心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Ho lo -

c a ust Me m o ria l, Be rlin , 2005) 由地上 和地

下两部分组成( 图 3~4) 。地上部分是一个庞

大的迷宫 , 由 2711 块灰色的巨形水泥柱高

低错落列成方阵 , 方阵下是展示陈列馆。成

千 上 万 的 参 观 者 , 穿 梭 在 那 高 高 低 低 、宛 若

墓碑的石林间 , 他们漫步、感受、沉思、追悼当

年被纳粹无情杀戮的犹太人。艾森曼说 ,“进

出方阵的感觉是没有目标、没有终点、没有道

路。⋯⋯我想把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 , 希望这座纪念馆能 触 动 每一 名 参 观者 的

‘心灵和良知’。”

2 留存记忆 , 尊重历史环境

历史环境对 建 筑 的影 响 是 极为 复 杂 的。

其中 , 公众的群体记忆作 为 人对 环 境 感知 的

重要内容成为一种潜在而 深 刻 的制 约 因 素。

建 筑 师 应 关 心 人 们 日 常 生 活 与 真 实 且 熟 悉

的生活轨迹, 发掘人们群体 记 忆 中对 某 一 地

段的感受 , 在特定区域内对历史 、文 化 、以及

人们的心理、生活习惯等 人文 因 素 做出 认 同

的反应 , 使人们通过对建筑的阅读回忆历史 ,

凝结记忆。历史性区域的和谐生长要体现对

整体历史环境的记忆 , 努 力 建立 一 种 和谐 的

生长机制 , 创造富含记忆的有人情味的空间。

德 国 斯 图 加 特 美 术 馆 新 馆 (Ne w Sta te

G a lle ry, Stuttg a rt , 1984) 是建筑师詹姆斯·

斯 特 林 ( Ja m e s Stirling )在 受 历 史 环 境 影 响

基础上的大胆创作( 图 5~6) 。基地原来是二

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废墟 , 当 地居 民 已 习惯 于

在其中穿梭游玩 , 将它 当作 了 生 活中 不 可 缺

少的一部分。斯特林充 分 考 虑了 这 一 情况 ,

在 设 计 中 为 居 民 保 留 了 一 条 穿 越 博 物 馆 的

自由步道 , 使人们的习惯 和 记 忆得 以 保 留与

延续。这条步道自西侧 穿 过美 术 馆 的大 门 ,

经“ 之 ”字 形 台 阶 进 入 圆 形 内 广 场 , 环 行 半

周 , 由 东 门 出 去 与 山 坡 上 的 街 道 衔 接 , 成 为

一条充满趣味的交通路线。建筑师出于对城

市环 境 的理 解 和 对居 民 心 理状态的尊重 , 通

过建筑空间与街道形态的 融 合 , 成功 地 将 城

市道路引入建筑内部 , 以 完 全开 放 的 格局 使

建筑融入城市当中 , 成 为城 市 景 观的 一 个 有

机部分。

理查德·迈耶(Ric ha rd Me ie r)设计的现代

艺 术 博 物 馆 (The Ba rc e lo na Muse um fo r

C o nte m p -o ra ry Art , Sp a in , 1996 ) 位 于 巴

塞罗那旧城中心 , 是该市 20 余 年来 城 市 更

新 与 历 史 保 护 方 面 的 最 新 成 果 之 一 ( 图

7~9) 。他的方案赋予建筑及其环境多重的意

义与功能 , 成功地处理 了 在 复杂 的 城 市历 史

环境中创造新的现代空间这一难题。在设计

中 , 迈耶以大体量的新 建 筑 将四 周 小 尺度 和

零碎的历史空间统合 成为 一 组 整体 , 把 旧 城

道 路 网 那 种 错 综 复 杂 的 性 格 也 延 伸 到 建 筑

内部。圆形大厅、精 致 的 后花 园 以 及巨 大的

前广场 , 由一条蜿蜒的步道联系起来 , 使博物

馆成为当地公众所习惯的城市步行系统中的

图 3~4 彼得·艾森曼设计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图 5~6 詹姆斯·斯特林设计的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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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博物馆活动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 它

折射出建筑师对公众生活和城市历史环境的

本质理解。

3 保留传统 , 延续文脉意向

传统文化是一长期相沿、积久成习的社

会风尚 , 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一种

形式 , 也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群体的心理表

现。传统文化深刻地约束着本地区的行为模

式 , 这种约束力必然波及人们的建设行为 , 从

而 对 这 一 地 域 的 建 筑 风 格 造 成 深 层 次 的 影

响 , 形成本地区建筑的地域特色。地域主义主

张对文脉的尊重和表现 , 认为建筑形态应与

其 所 在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文 化 传 统 两 方 面 相 适

应 , 传统文化是建筑构思的重要源泉 , 尊重文

化传统是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而文脉意象

正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 通过建筑外部形态 ,

传递相应时代、环境和人文背景信息 ; 通过视

觉的熟悉和情 感 的体 验 达 到心 理 上 的共 鸣 ,

从而创造出人们易于认同的、富有“地方精

神”的建筑。

特吉巴欧文化中心( Je a n Ma rie Tjib a o u

C ultura l C e nte r, Ne w C a le d o nia , 1998)

的设计反映了建筑师伦佐·皮阿诺 (Re nzo Pi-

a no)对当地生态、场地特征以及过去与未来结

合等方面的全面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充分尊重

( 图 10~12) 。皮阿诺从当地村落富有特色的

建筑中得到灵感 , 结 合 当 地所 有 条 件( 地 点 、

气候 , 卡纳克 的传 统 文 化) , 以 及 由 制造 车 间

带来的工程上的专业技能等 , 提取和简化当

地传统棚屋的民居形式。这些“棚屋”的功能

超越了遮蔽和抵制气候的作用 , 更表达出人

们心中的热情 : 渴望走 进 大 自然 , 融 入 宇宙 ,

并和谐地参与到具有深刻根源的地方传统文

化中去。特吉巴欧文化中心希望在卡纳克文

化的保护和继续 发 展 中扮 演 重 要的 角 色 , 帮

助文化的根源在适应和利用新的环境过程中

获得新生。

印 度 建 筑 师 查 尔 斯·柯 里 亚 (C ha rle s

C o rre a ) 以古老的印度文明作为创作背景 ,

将传统宗教文化的内涵引入到建筑设计理念

中 , 使建筑创作焕 发出 具 有“印度 灵 感 ”的生

命力。在柯里亚的设计理念中 , 传统的历史文

化既是需要表达的目的 , 又是激发创作灵感

的 源 泉 。 他 所 设 计 的 斋 浦 尔 博 物 馆(Ja wa -

ha r Ka la Ke nd ra , Ja ip ur, 1992) 位 于 斋 浦

尔市( 图 13~14) 。该市是建于中世纪的一座

印度古城 , 它最初的城市规划采用了印度婆

罗门教的曼陀罗模式。柯里亚沿用了曼陀罗

图 7~9 理查德·迈耶设计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图 10-12 伦佐·皮阿诺

设计的特吉巴欧文化中心

46



宗教图式 , 将博物馆分成九个方格 , 一个方格

稍加游离形成入口。柯里亚还把曼陀罗所包

含的宇宙神秘这一精神 内 涵加 以 提 炼 , 使 九

个方格分别代表九大星系 , 每 一 个方 格 都 拥

有自己的属性、颜色、符号 , 彼此相通 , 又都与

位于中央象征梵的境界的庭院相通。参观者

在迷宫般的路线引领下 , 欣赏展品的同时 , 感

受到强烈的宗教文化氛 围 , 极大 地 扩 充了 建

筑的文化容量。

4 重获新生 , 建构特殊地段

特殊地段在这里是指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后 , 伴随旧的工业、仓储、交 通 或商 业 活 动撤

退 , 在城市中心地带出 现 的 一些 可 再 开发 的

历史地段。这些地段昔 日曾 经 辉 煌 , 周 边 也

形成了相当规模的 居民 区 , 但 现在 这 里 失去

了生气 , 成为城市衰落的象征。80 年代后期

欧洲广泛兴起的城市中 心 复兴 运 动 , 推动 了

在这些地段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博物馆之类

的 公 共 文 化 建 筑 , 被 作 为 城 市 修 补 、产 业 结

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 , 通过 与 城 市历 史 环

境的结合 , 来赋予城 市新 的 内 涵与 生 命 , 促

进当地向观光型产业转 换 , 推动 城 市 经济 。

它们同时也帮助当地复兴曾 有 的 辉煌 , 重 新

唤回社区的凝聚力 , 重新呈现出活跃的个性。

外 观 引 人 注 目 的 博 物 馆 建 筑 也 拥 有 超 越 地

域的影响力 , 成为城市新的标志与中心。弗

兰克·盖里( Fra nk O .G e hry) 设 计 的 西 班 牙

毕 尔 巴 鄂 古 根 海 姆 博 物 馆 (The G ug g e n-

he in Muse um , Bilb a o , Sp a in , 1997 ) 和 赫

尔 佐 格 与 德 默 隆 (He rzo g d e & d e Me u-

ro n ) 设 计 的 伦 敦 泰 特 现 代 美 术 馆 (Ta te

Mo d e rn , Lo nd o n , 2000 ) 便是区域经济 复

兴最典型的实例。

1997 年 , 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

馆的建成极大地提升了毕尔巴鄂市的文化品

格 , 使该市从一个锈迹斑斑、被废弃的工业小

城 成 为 欧 洲 最 负 盛 名 的 建 筑 圣 地 与 艺 术 殿

堂、全球的旅游热点( 图 15~17) 。盖里通过博

图 13-14 查尔斯·柯里亚

设计的斋浦尔博物馆

图 15~17 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左根海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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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20 赫尔佐格与德默隆设计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物馆丰富的内部空间与令人捉摸不定的动感

造 型 向 人 们 展 现 了 迷 人 的 建 筑 艺 术 包 装 效

果。盖里的这一设计从毕尔巴鄂的城市肌理

和尺度获得启发 , 回应了河滨历史上仓库货

栈等工业建筑的材料特质。建筑雕塑般的造

型与城市大桥、河流有机的结合 , 成为城市新

标 志 。 该 馆 落 成 的 第 一 年 参 观 人 数 就 达 到

136 万 人 次 , 其 中 85% 以 上 来 自 该 地 区 以

外 , 而这其中的 84% 又是专门为了博物馆而

来到毕尔巴鄂 , 仅博物馆的门票收入就占当

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的 4% 。截至 2000 年 , 博

物馆的经济收入已达 4.55 亿美元 , 成为当地

经济的龙头产业。

于 2000 年开幕的泰特现代 美 术 馆 ( 图

18~20) , 是 伦 敦 千 禧 计 划 中 的 火 车 头 , 以 艺

术将泰晤士河南岸翻新 , 是掀起该旧区再发

展的第一步。美术馆的前身 , 是曾致力于将现

代性和英国传统主义相结合的英国著名建筑

师 斯 各 特 于 1947 年 设 计 的 河 岸 发 电 厂 , 其

外型充满工业时代的味道。在 1980 年 , 由于

新能源的出现 , 发电厂被时代陶汰 , 周边地区

也随之变得萧条。直至 1994 年被泰特 艺 廊

看中成为其现代馆的新址 , 并通过国际比赛

挑选了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默隆翻新工

程。美术馆保留了发电厂的原貌 , 如外露的烟

囱与内堂的吊臂和钢柱 ; 同时也重新规划内

部空间 , 并在顶部加盖了两层玻璃大楼。新与

旧的结合 , 令美术馆充满了独特的现代感 , 使

这座老工业建筑 及周 遭 环 境获 得 了 新生 , 促

进整个区域的繁荣。泰特现代美术馆于 2000

年开馆仅一年就为伦敦经 济贡 献 了 10 亿英

镑。对泰晤士河南岸居民来说 , 它的出现 , 不

仅仅为他们带来一个世界级美术馆 , 也兴起

了当地的旅游业与餐饮业 , 由此改变了他们

的生活 , 活化了旧社区。泰特现代美术馆成为

伦敦的重要艺术中心 , 也是伦敦快速成为文

化首都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5 结语

在城市的结构中 , 博物馆被作为具有高

度象征意义的元素植入到城市中 , 它逐渐成

为当代城市空间中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 它像

“容器”一样容纳着人流、事件和信息 , 并且作

为可识别的符号存在于城市之中 , 强烈的表

征出城市的文化精神。博物馆不再是精英文

化的藏宝盒 , 或是刻板严肃的教科书 , 而已经

成为城市生活中最生动、最鲜活的文化体验

中心。这正是当前博物馆建筑发展值得关注

的文化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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