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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明年“五一”开幕，巍峨瑰丽的世博会中国馆“东方之冠

”即将耸立于黄浦江畔。在世博会倒计时一周年即将到来之

际，本报记者前往上海，一睹其风采，也了解了这个广州、

北京、上海三地专家联手倾力打造的标志性建筑背后的故事

。“中国馆”由国家馆、地区馆和港澳台馆组成，国家馆居

中升起，层叠出挑，形如冠盖。地区馆和港澳台馆排列于国

家馆之下。在344件设计方案中，华南理工大学的“东方之冠

”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最终形成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工建

筑学院院长何镜堂作为总建筑师牵头，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

和清华大学安地设计公司、上海设计院共同组成的联合设计

团队，共同打造这一代表中国形象的标志工程。“斗拱”挑

檐一看就是“中国的”京剧、红色、文字，鼎、罐等出土文

物，给了设计师灵感世博会历来是世界各国思想文化交流的

盛会。从1851年英国“水晶宫”开始，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这届首次由中国承办的世博会，中国馆承载着向世界展示

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其设计理念是“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

”。“对出色的建筑师来说，建一个高科技含量和特殊造型

的场馆虽非太难，但如果这个场馆放在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都可以，就不能承担这个使命。‘中国特色’是中国馆

建设的首要要求。”曾经设计过南越王墓博物馆、南京大屠

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等重大项目的何镜

堂院士和他的设计团队，为设计出中国特色，关注起了一些



典型的文化符号，如京剧、服装、红色、文字，还有鼎、罐

等出土文物，因为这些一看便知是中国的。这给了他们启发

。并且，中国建筑本身的“斗拱”结构，也给了他们灵感。

西方人建房子用石头，中国人用木构架，并通过“斗拱”将

挑檐的力传到柱子上，“斗拱”既能作为装饰构件，也能受

力和传导压力。于是在他们的笔下，以四大支柱为依托，层

叠出挑的斗拱式“中国器”方案出现了。以此作为国家馆，

加上清华大学安地设计公司构想的地区馆为基础，互相整合

，就形成了完整的“东方之冠”设计方案。国家馆居中升起

，层叠出挑，庄严华美，地区馆在下，上下呼应，正融合了

“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等中国哲学思想。“只要看到

这个房子，就会给人留下印象，它是中国的，还是大气的！

”何镜堂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中国馆立足现代包容世界

它底部架空，四角悬挑，像开放的大门，又如张开的臂膀，

笑迎四方来客“是‘中国的’还不够，还必须是‘现代的’

！”何镜堂介绍，中国馆设计中很注重与城市的融合，设计

有四个大平台，提供现代人需要的城市活动空间。一是馆前

广场，二是9米高的国家馆架空平台，三是13米高的地方馆“

屋顶花园”平台，四是60.8米高的国家馆楼顶平台。“四大平

台体现出的开放性和公共性，正是现代建筑设计的重要理念

。”“作为一个永久性而非临时性的建筑，要具备‘公民性

’，让人们感受到城市、建筑带给人的关怀。”世博会中国

馆副总设计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利很认同这一做法

。他说，将来人们走近这个建筑，不仅能感受到它的科技含

量，还能从细节上感受到这种人文关怀。“中国馆上下斜

角45度，悬挑出去达30多米。这也只有用现代技术才能够表



现出来！”何镜堂说，侧面斜角本身能避日光直射，防晒节

能；楼顶装有雨水自动收集系统，将雨水回收利用；屋顶有

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在屋顶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其产生的

电能与城市电网并网，充裕时向外输送；还有冰储冷系统，

晚上城市电量充裕时制冰，冰融化的冷气供白天代替部分空

调使用；还有真空垃圾收集、气体输送系统⋯⋯“‘东方之

冠’要向世界展现这样的中国。”何镜堂说：这是一个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泱泱大国；并且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它底部架空

，四角悬挑，像开放的大门，又如张开的臂膀，笑迎四方来

客！ 华美冠盖年底完美呈现中国馆施工时调整为正南正北，

气势更加恢宏从去年4月20日动工以来，目前已建了一年，今

年年底前完工。为迎接明年五一世博会开幕，布展工作必须

提前完成。“目前时间紧迫，都是在按倒计时推进，设计、

建设和布展是交叉进行的，完工一部分就交付一部分。”上

海世博会中国馆项目部总经理姚建平说。为了完成这个历史

责任，广州、北京、上海三地的建筑专家精诚团结，50多人

组成的设计团队日夜奋战。虽然设计总方案早就定了，但配

合施工建设，设计团队一刻没停下。何镜堂院士成了“空中

飞人”，去年一年光乘飞机往返于穗沪两地就达58次之多。

“目前调整较大的有两项。”姚建平说，一是中国馆的方向

作了调整。原先由于地块限制，中国馆和世博轴有个倾角，

施工时调整为正南正北，气势更加恢宏。二是建筑面积增加

了。为了保证博览会之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不能少

于600平方米的布展面积，加上配套面积，地区馆面积增加了

。到今年12月31日前，气势恢宏的‘东方之冠’一定能完成

交付使用！”姚建平充满了信心。反复斟酌敲定经典“中国



红”墙面材料选定为金属，花纹选定为条纹“东方之冠”除

了很“中国”的造型，还有醒目的颜色“中国红”。国家馆

设计为有中国特色的红色，但什么是“中国红”？怎么才算

是“中国红”？怎么体现“中国红”？这些都是摆在设计者

面前的难题。为此，设计团队从去年7月就专门成立了一个专

家顾问小组，成员包括建筑专家、光学专家、材料专家、颜

色专家、规划专家等，为了保证最后的效果，不知道开会讨

论了多少次。要建设国家形象工程，许多企业免费生产红色

材料样板，最初选出了23块，挂在一面墙上供专家比对、选

择。红色由浅到深都有，材料也有金属、玻璃、陶瓷等多种

，最终选用了金属材料，红色也圈定了四种。又开始讨论墙

面花纹，是素面？云纹？水纹？打孔？还是线条纹？经过多

次试验和比较，最后采用条纹板材，这样光线照上去有变化

，远近看也有不同的效果，很有层次感。对于纹理的粗细，

又经过一番比对斟酌，终于在前不久确定了下来。“其实建

筑中很少用鲜艳的红色，但这个特殊的‘中国红’建筑，必

将成为红色经典！”何镜堂说。背后故事曾遭淘汰的“冠军

”方案看着设计图上的“东方之冠”逐渐在黄埔江边挺立起

来，设计者们无不感到欣喜与自豪。不过，说到该方案脱颖

而出的经过，中国馆副总设计师、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倪阳心潮澎湃，那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世博会中国

馆作为国家形象建筑，对建筑师的吸引力是很大的。然而在

面向全球华人的设计投标中，“东方之冠”方案开始并不顺

利，在344个方案中，进入前20名的并没有“东方之冠”的身

影。倪阳说，由于当时投标方案太多，工作人员为海选方便

，为每个方案照相供评委会讨论，据说“东方之冠”的相片



模糊，给评审团看到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然而在最后

的20个方案中评审团没有发现效果满意的设计作品。于是回

头重新一本本翻阅“淘汰”的方案，“东方之冠”终于又有

了机会，从此一路高歌猛进，打进了最后的决选名单，并且

排名第一。从一开始的失意，到后来的“起死回生”，倪阳

很感慨。然而后面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他们创作小组举办

中标庆功宴时，突然又收到消息，由于工程进度、施工难度

等问题，可能要放弃“东方之冠”，大家的心情又沉到了谷

底。但由于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得到了大多数领导及评委的

认同，最终，中国馆的国家馆以华工“东方之冠”设计方案

为基础，地区馆以清华大学设计公司的设计方案为基础，成

立以华工何镜堂院士为总建筑师，由广州、北京、上海三地

组成的联合设计团队。“那段时间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

样，真是大起大落！”倪阳笑道。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院

士谈设计中国红不是故宫红是一种创新的红“红色象征喜庆

、富裕，有中国味。同时我们又不是采用‘故宫红’，而是

采用一种创新的颜色。”“‘中国红’是一种混合红色，每

一块金属板高低之处的红色都有所不同，呈现从淡红到深紫

的变化。”“东方之冠”有人认为它像一个官帽，何镜堂更

加倾向于认为是一个粮仓，寓意“天下粮仓，富庶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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