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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2/2021_2022__E5_B9_BF_

E5_B7_9E_EF_BC_9A_E5_c57_612166.htm 上世纪90年代“63层

”（广东国际大厦）是广州最高建筑物。广东国际大厦总设

计师是原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李树林及其当时的副

手何锦超，至今谈起“63层”，心中仍然充满自豪：“63层

”完全是广东原创作品。实际上，早在1981年“广东国投”

成立时就提出，要在中山纪念堂对面建一组14万平方米的建

筑物。工程设计权由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单独拥有，结果李树

林的设计方案一举中的。但是，后来广州市政府不同意在该

位置建商业建筑，工程不了了之。直到1985年前后，广东国

投决定在环市东路建“63层”，邀请13位当时有名望的建筑

师设计，无奈方案不尽如人意，权衡之下最终选用过去的李

树林方案。整个“63层”工程总额是1.6亿美元，当时折合人

民币为6亿～7亿元。李树林记得，工程队伍最庞大时，光设

计组就有49人，他主要负责建筑平面布局和外形设计，何锦

超协助协调全组工作。“我希望建一座独立的、有创造性的

建筑。”在李树林看来，这种“创造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筑物要适应所在地段：此处面积近2万平方米，南北向

长、东西向窄，因此主楼位置必须放得非常恰当，否则就会

变成深巷里的高层建筑，失去意义。二是造型。“63层”不

像一般高层建筑那样容易给人以压力感，奥妙在于“梯形设

计”：第23层向下到第6层，每一层都比上一层多“飘”出50

厘米；这样到第6层时，足足比第23层多“飘”出4.5平方米。

下大上小，给人稳定的感觉。三是色彩。毗邻“63层”的广



东电视中心大楼以红色为主，为协调起见，李树林决定把

“63层”窗间隔涂成紫色既包含了红色，又显示了区别。四

是主楼旁的两栋30多层高附楼，呈现出节节上升的竹笋状。

另外，大楼底座也用花岗石铺成一群有高有低的“竹笋”，

寓意“欣欣向荣”。值得一提的是位于“63层”首层的广州

第一家麦当劳，它已经成为“63层”标志之一。但很少人知

道，麦当劳的位置原是作为大堂侧门、车辆的入口。后来，

眼见“63层”生意蒸蒸日上，业主便把这个黄金位置卖给了

麦当劳。设计者说心中“63层”●“63层”的设计权是由广

东省建筑设计院单独拥有的，没有经过投标。●我觉得最独

特的应该是“63层”整个外形完全是独创，至今在世界上难

以找到类似高层建筑，且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筋混凝土结

构高层建筑，几乎是史无前例。●整个“63层”的工程总额

是1.6亿美元，折合当时的人民币6亿～7亿元。设计院得到的

设计费大概300万元。●我当时希望建一座独立的、有创造性

的建筑，因为抄袭的建筑是没有生命力的。●后来业主见生

意好，就把侧门位置腾出来给麦当劳。这样，主楼只剩下一

个门口进出，显得有点局促。这是一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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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