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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1_E5_B8_88_E7_c57_451610.htm 在展望中国铁路“第

三代、第四代”客站时，国家建筑设计大师陈世民回忆起他

设计属于“第二代”的深圳站时的故事：“当时大大小小的

火车站都按北京站做。那是中国第一代客站。我说我们能不

能换一个方式，不按北京站搞，能不能按照外国的航空港做

，结果是跟铁路局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后来他们终于

同意了我的观点。” 如今，当了解到铁道部对中国大规模铁

路客站建设的整体规划思路时，陈世民颇感欣慰。新设计的

南通站、盐城站和淮安站给他留下三点鲜明的印象：强调效

率和效益，注意生态和自然通风节能，体现出了地域文化。 

“正是这三点成就了进步。这意味着，我们的观点上有了很

大的转变。非常可喜就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不只是反映在具

体哪一个方案上。整个车站的建设，能够去追求效率，追求

生态，追求地域文化，这个实现了，我觉得就不再是形式上

的进步，而是在本质上。”陈世民说，“什么叫现代化？不

是说有玻璃幕墙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体现效率。这个才

是现代化，那些都是手段。” 应铁道部邀请，由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等23位专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

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在江苏南通参加了2007年中国铁路客站

技术国际交流会。专家中，包括了13位国家建筑设计大师和

一位国家结构设计大师。 吴良镛认真听取了铁道部副总工程

师郑健对功能性、系统性、先进性、文化性、经济性“五性

”原则的阐述，赞许为“分析得非常细，也非常周到”。从



建筑学家的专业角度，他尤其看重其中贯穿的以人为本的理

念，空间是公众使用的空间，效率是客流使用的效率。 根据

对世界趋势的长期追踪，吴良镛把中国铁路客站乃至整个铁

路的大发展放到了国际背景下。他指出，从西方城市20世纪

的发展来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

汽车和高速公路发展得非常迅速，超过了铁路的发展。当时

航空事业也迎来积极的发展，在建筑设计方面，一些著名的

航空港印证了这种发展。 然而这样的局面后来在思想界引起

了反思。从交通的战略发展看，人们发现，高速公路占用的

土地太多，并且密集的大运量的汽车交通也浪费了大量的能

源。因此，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有轨交通的利用和发展。

包括美国在内，目前的发展都呈现出铁路复苏和回归的新趋

势。 铁路的大发展必然要求出现一大批经典的客站。正是基

于此，所以吴良镛觉得此次铁路客站技术国际交流会的意义

非常重大，“应该引起中国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界对铁路客站

的重视”。“十一五”铁路客站规划的总体布局是，建设6个

枢纽性客站系统和10个区域性客运中心，还将建设548座铁路

客站。这让建筑设计大师们非常钦佩并深感欣慰。吴良镛指

出，这将给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国家建

筑设计大师张家臣说：“新建或扩建500多座大小客站，我觉

得，这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不是偶然的

，因为每个城市都在向现代化、国际化这个方向努力。他查

阅了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评价标准，第一条是完善的基础

设施，第二条是高质量的生态环境，第三条是高工作效率，

第四条是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客运站至少占了两条

，属于基础设施，属于高工作效率。”张家臣笑着说，铁路



客站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作为广受好评的拉萨站的主要设计

者，国家建筑设计大师崔恺梳理了中国铁路客站的流变：

“100多年前，一幢幢西洋式的洋楼和车站成为西方文明的象

征。1949年以后，民族复兴的精神也反映在铁路客站的建设

上，现代化的建筑功能、技术，与民族形式的精心组合，成

为了那个时代建筑文化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

济的腾飞、思想的解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交流的

不断扩大，为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快速推进的新一轮铁路建设

赋予了更广阔的时代意义。铁路路网的扩大，各类线路间互

换的要求，开放性、集成化的候车功能要求，新的管理方法

、服务理念、技术可能性，都使铁路客站从建筑形态到空间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新客站不仅是城市的门户，也

是城市发展的新项目，成为城市的新地标。以这样的角度看

车站，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

更在于其形式对于城市特色的诠释。 国家建筑设计大师何玉

如首先代另一位大师唐玉恩说了参观新客站后的观感：“看

完以后是出人意料的好”，而他本人“也是同感”。他说，

中国的铁路客站这几年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这跟铁路运输

，以及其他的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关系，“我们过去说望洋

兴叹，现在应该让他们望中兴叹。铁道部提出的打造百年不

朽的客站的思路，引起了何玉如的共鸣。他提出，像这样的

精品意识，不仅铁路客站需要，整个建筑规划设计界都应该

具备、铁道部从上到下，为了一个工程的建设，能够从部长

开始，一直到基层的监理系统，协调高效有序，这种“科学

性”给国家建筑设计大师黄星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

对大规模客站建设“整个这么量大面广的设计能有一个有效



的掌控”充满了信心。他表示自己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发

现，从部长到具体经办者，谈的都是细节。“这个细节真是

非常不容易。”他结合自己在日本等国的经历，希望从设计

者到管理者都要注意诸如指示牌等人性化的细节。 国家建筑

设计大师刘力充分肯定了铁道部鉴定中心在客站规划与建设

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他开始不理解，铁道部设一个鉴定中

心干什么。以他的经验，其他一些部委，“他们那里对设计

的控制，基本还是就事论事，或者叫就工程论工程，没有像

铁道部这样专门设一个机构，而且部长亲自提出以人为本，

要用‘五性’的要求控制全国的客站设计”。参观了新客站

，并听取了详细介绍后，他觉得自己理解了，“你们这些设

计，我觉得虽然程度有不同，有的稍微好一点，有的稍微差

一点，但总的达到了一个水平，这应该就是鉴定控制的结果

。” 刘力说，以人为本不是简单的口号，需要建筑师做很多

很细致的工作才行。比如在设计的时候，台阶多高、栏杆多

高、间距多少，什么时候高、什么时候低，这些都要充分考

虑到人的因素。“我们强调人性化，并不是要奢华，而是要

为旅客考虑周到。”国家建筑设计大师黎佗芬最后总结道：

“通过这次会议使我们深受鼓舞，大开眼界，这是大家的共

识。刘志军部长的思路、以人为本的‘五性’原则，大家都

很赞赏。希望通过这样的研讨，把我们的铁路客站建得更符

合时代精神，更可持续发展，更以人为本，方向更准一些，

更理性化一些。” 当前，中国铁路客站建设以崭新的形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世人展示了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的令

人振奋的前景。通过此次交流会，学术委员会诸位专家在高

水平的讨论中形成共识：大力推进铁路现代化、大量建设新



型客站的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客观规律，学术委员会表示钦

佩并深感欣慰，认为这将大幅度提升铁路客运能力，促进以

铁路为骨干的综合交通体系的完善，并带动城市及其周边地

区的发展。学术委员会同时肯定了新型客站的建设要求高，

技术含量高，设计、建造和建设管理的难度大，近几年来，

在铁道部的精心组织和统一指挥下，新型客站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绩。各位专家对铁路客站的未来也提出了更多期望，从

节能、环保、安全到可持续发展，这必将对提升铁路客站水

平、促进铁路技术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