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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1_94_EF_BC_9A_E4_c57_612857.htm 一个传统斗拱造型的

大建筑将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它不仅是一系列中国展品

的容器，自身也是中国馆的第一件展品。 何镜堂和他的中国

馆 “像雕塑？你说得没错，中国馆就是要在一个城市花园里

，立一个中国雕塑。”坐在两张巨大的世博会中国馆效果图

前，何镜堂兴致勃勃地向记者阐释他的作品。 年近70岁的何

镜堂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也是

这次世博会中国馆项目联合团队的总设计师。自从去年12

月18日中国馆开工，他每周有一半时间会来到上海协调方案

，在世博集团的办公室窗外就是中国馆如火如荼的工地。 在

世博会规划图中，中国馆享有东道国的先天优势紧邻黄浦江

，处于南北、东西轴线交汇的视觉中心。它的体量也让它雄

踞于其他场馆之上。何镜堂说，中国馆目前的地上面积约7万

多平方米，高63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下部4个立柱外

边距离70.2米，上部最大平台面积为138×138米，“相当于两

个足球场那么大”。相比之下，地区馆高14米，每个省份面

积控制在600平方米以下。而其他国家馆不能超过20米高，面

积不能超过5000平方米。世博会后，其他国家馆都会照惯例

拆除，而中国馆将作为永久建筑保留。从效果图上看，它全

部由巨型钢构架构成，轮廓像斗拱，构成则像中国传统木建

筑，连同下部的4个核心筒看，又像一个巨型四脚鼎，居中升

起、层叠出挑，整体选用了“中国红”，形象更加突出。 这

一设计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它太突兀，太符号化，不符合



上海“十里洋场”的风格。甚至指出其造型上的似曾相识，

比如安藤忠雄设计的1992年西班牙博览会的日本馆建筑中部

曾出现过类似元素。 “任何有轰动的工程，必然有轰动的声

音。”何镜堂对此并不在意，他不久前在做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时也曾听到过不同声音。他说，参

照日本馆是无稽之谈，中日的建筑文化是共通的，日本的也

源于中国。何镜堂以做大学校园闻名，最近六七年，他就参

与设计了国内200多个校园，其中主持设计的也有六七十个。

他认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的一大优势就是“产、

学、研”相结合，他本人的角色也“既是裁判员(重大项目评

委)、又是教练员(导师)，还是运动员(领衔设计师)”。这几

年，其团队设计不断在一些纪念性的重大项目里中标，特别

是最近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世博会中国馆。 “纪念性建筑

关键看定位。”何镜堂说，除了满足一般建筑的功能需求之

外，最重要的是满足一种精神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是黑灰色调、无生命的，要表达一种庄严凝重的场所精

神。与此相反，中国馆则是红色的，热烈欢腾、雍容大度，

传达泱泱大国的气度。” 世博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馆？

在“设计任务书”中规定的主题很明确“城市发展中的中华

智慧”。何镜堂说，面对中国馆这个主题鲜明的设计，他们

在构思之前反复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设计如何包容中国元素

，体现中国特色.另一个是如何呼应当今的世界潮流与时代精

神。 为寻找一个可以表意的中国元素，何镜堂将他的几十人

设计团队分成三组:一组寻找“中国印象”，借助绘画、戏剧

、民族民风、文字，这一组最终形成了“中国结”方案.第二

组借鉴了中国的城市建筑、园林，例如九经九纬、南北轴线



，形成“中国园林”方案.第三组灵感来自“出土文物”，斗

冠、宝鼎、器皿等，最后对斗拱这一传统建筑构件进行提炼

，形成了“中国器”方案。 将这三个方案都拿去投标，最终

中标的方案就是在“中国器”的基础上形成的。何镜堂认为

，这个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师

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不管喜欢与否，一看就是中国

的，镇得住。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想象，有人说像传统建筑

上的斗拱，像一顶古代的冠帽，或者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所

以有人称之为‘东方之冠’、还有人称之为‘天下粮仓’”

。 “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

来交流。”何镜堂说，红色钢构件搭建的构架虽然源自中式

木构，但巨大尺度和跨度则显示了现代科技的成就，内部空

间也通透而动感，比如18.6米见方的4根立柱里每个都放置了3

部电梯，4部楼梯，比如内部自采光的中庭。而地面的城市广

场、13米高的地方馆中国花园、63米高的观景平台又形成了

三个平台，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第一件展

品”征集 4月25日，中国馆建筑设计方案开始招标。招标范围

有所限定“全球华人”。评委之一、科学院院士彭一刚对记

者说，这一设想在2006年他曾参与的一次招标讨论会上就提

出了，皆因最近几年的标志性建筑招标中，特别是在奥运系

列建筑中，眼睛只盯着外国建筑师，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

实验场。这次世博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场馆，应该由中国建筑

师设计。 “世博会也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我们

将国家馆建筑视作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国建筑

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在以往中国参加的多次世博会里，都

未留下像样的中国馆，最近几届给人的印象就是加点琉璃瓦



，挂几个大灯笼，建筑意向缺乏创新。这次的国家馆主题明

确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组织者对这次招标期望很

高。 不到两个月，业主方上海世博集团就收到344件方案。彭

一刚说，在第一次评选前，曾从300多个方案中初选出20个，

供评委们参考。在他看来，这些里没有一个能让人产生耳目

一新为之振奋的感觉，大多是简单形体的模仿，像贴标签，

少有在精神上表现中国文化韵味的。后来，程泰宁院士从20

个方案之外又挑拣出一个，构思新颖独特，让人眼前一亮。

后来得知，这就是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的“东方之冠”方案

。彭一刚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方案。在他看来，其余方案如

果作为一般公共建筑，也许不失为好方案，但作为东道主的

国家馆则略显逊色。特别是用“集中体现华人建筑师的才华

和智慧”这一标准衡量，是难以服众的。但他也对“东方之

冠”的颜色存疑:建筑体量过大，红彤彤一大片，是否合适？ 

在多位中科院院士、建筑学家的主持下进行第一轮评审，评

选出8个方案。评委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这是一

道高难度的题目:功能复杂、流线复杂、技术要求先进，会期

与会后的运营转换，当然，作为世博会的中国馆，最难的还

是其标志性。她说，出于对中国馆标志性的不同理解，第一

轮评选出的8个方案出现了四种方向:第一种是突出表现中国

建筑技术的先进性，大多采用不规则的自由曲面体。第二种

，以建筑造型寓意中国代表性形象，比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以现代手法塑造的“龙”。第三种是以传统的中国建筑

为源，创造新的建筑形体，比如华南理工大学的斗拱形巨构

“东方之冠”。第四种是以简约的现代建筑加细部处理来表

现中国特色，比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



设计院的“叠篆”方案，赋予建筑外观以中国篆字的肌理。 

第二轮，围绕“唯一性、标志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标准，

从8个方案中选出3个，胜出的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的

“东方之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设

计院的“叠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龙”方案。投票结

果显示，“东方之冠”和“叠篆”票数相同，都是10票。 世

博局副局长黄健之也参与了投票。他说，“东方之冠”一眼

望去就是中国的，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个民族，冲击力

大，纪念性强，在结构肌理上用了中国元素.而“叠篆”则将

篆文用在建筑表面，内容可以是31个省份的简称，在表皮装

饰上用了中国元素。两个方案都难以割舍，决定将两者合并

。何镜堂认为，这两个方案本身就有融合的基础:中国馆馆群

是由国家馆和地方馆共同组成的，“东方之冠”集中体现中

国精神与东方气度，自上而下，体现刚性，正好做国家馆.“

叠篆”则开放、柔性、亲民，搭建一个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

，正好做地方馆。 8月，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打电话给何镜

堂，希望两家单位合作，由他来带队。张利是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简盟工作室的总建筑师，“叠篆”方案确定为从属之后

，他就在不断修改，将原建筑的上部削去，将颜色由红色改

为白色，高度降为14米。“地方馆一切都为烘托国家馆而设

计。两者一个为雕塑，一个为基座。” 如何展出中国？ 中国

馆容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是放什么展品进去。世博局

主题演绎部部长季路德对记者说，按顺序，应该是先有软件

展览展示方案，再有硬件建筑形态。展览展示方案的咨询他

们从2005年就开始做，但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直到2006年

初，才确定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杨雄副



市长称之为“一根筋清楚了”。但时间已经很紧张，必须先

着手进行建筑方案征集。这样一来，展览布置会受到建筑的

一定制约。 怎样去选择中华智慧？季路德说，如果将中华民

族看成一个人，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在

主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出四个哲学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表达世界观.师法自然，和而不同，表达方法论。由此得

出4个展区的基本描述，城市之光，对应自强不息，比如唐山

重建.生活之乐，对应和而不同.自然之美，对应师法自然.文

明之脉，对应厚德载物，可以通过伟大人物、杰出作品来表

现。 主题演绎只是第一步，其后的流程就如同拍一部电影。

季路德说，先要找脚本，征集工作1月10日就要开始.然后是征

集展品，相当于分镜头脚本.最后进入电影制作。为此，世博

局去年9月组建了展品展示部，许永顺为负责人。 “现在世

博会已经不重实物展示了，而进入了理念展示阶段。”许永

顺将历届世博会的展览展示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从1851年开始，在一个大型建筑中，集中为新发明、新创造

的“物物交换”，比如曾展出了洗衣机、耕种机、电灯。第

二阶段是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始，虽然还是实物展示，

但有了主题，集中于人类文明、科技、艺术方面。这一阶段

一直持续到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达到世博会最鼎盛的

时期。90年代后期是第三阶段，世博会开始走下坡路了，实

物因偷窃、运输等问题不好拿出来了，另外今年发现一宝，

明天全世界就都知道了，也不必拿到世博会上展示。所以这

一阶段偏重于理念展示，比如汉诺威、爱知世博会。 据调研

，世博会参观者平均每人停留一天，总共100多个展馆，分配

到每个馆的时间只有40分钟左右。许永顺说，要让人走后留



有印象，关键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2005年上海已经“

申博”成功，许永顺也专门去看过这届爱知世博会。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只猛犸的发掘过程和背后故事，很多人排

队观看，“其实模型也没什么，关键是背后故事的渲染，每

一天都在记录着猛犸的变化”。此外还有三菱馆，题目一下

子把人吸引过去“假如地球没有了月亮”。 “世博会故事讲

述不能一览无余，平铺直叙，否则就成了博物馆、科技馆⋯

⋯”许永顺发现，最近几届世博会展览都分为三部分:流处理

，批处理，散处理。中间部分是高潮。比如爱知世博会，一

开始是“破碎的地球与日本60年发展”，采用100秒钟行走自

行步道的方式流处理，通过各个时代的电器讲述日本60年。

中间部分是一个全景球，人行走在球中央的桥上，可以观赏

主题影片，批处理。第三部分“巨大的森林”散处理，在展

馆外部分散放置展品，绿色的灯光打在纸筒做的枝丫上。而

日本馆建筑本身也呼应了这届“自然的睿智”的主题。展馆

由钢架搭建，外部用竹子包起来，其上种了植物。造型为卵

形地球相对于太阳，相当于一个卵。世博会后该建筑拆掉。 

这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则广受诟病。中国馆外观为十二生肖装

饰的红彤彤建筑，进门后4根大柱子立在当中，展品一览无余

，没有任何故事线。虽然将故宫的国宝都搬过去了，但放在

地下堆成一堆，没人把它们当宝贝了。“而对比1970年大阪

世博会展出的月亮石，用十分精美的包装来渲染，放置在很

高很远的地方，让人一望即知是宝贝。”许永顺说。 世博会

如何展出中国？这一问题在惯性思维下并不好解答。爱知世

博会时，吴仪已任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她曾在看了那届

的中国馆回来后，在第三次组委会会议上评价：“历史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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