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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_E5_c57_613090.htm 博物馆作为传承文化

的载体与媒介，必将承载丰富的历史内涵与鲜明的理念，历

史与今天对话，传统与超越共存。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将以什

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呢？记者从８月２０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新馆建筑方案设计国际招标公告于２００

６年６月１７日发布后，得到了国内外８１家设计单位的积

极参与，经过一年多的筛选、修改和深化设计，形成了４个

备选方案。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省领导李建国、姜大明

、焉荣竹、王敏、李群、黄胜在南郊宾馆听取了省博物馆新

馆建设情况汇报，审查了建筑设计方案，对省博物馆新馆建

设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经研究决定，于８月２１日至９月１

０日将４个设计方案向社会公示。 方案一：巧妙咬合，寓意

齐鲁文化紧密相连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株式会社日

本设计） 该设计力图寻求简洁而优美的形态。建筑南北长１

６１米，东西宽１６１米，高５０米。建筑北部设有研究人

员入口，东北部为藏品入口，内部办公、团队参观和ＶＩＰ

入口则设在东部，南侧设有直接面向经十东路的步行入口。 

在构图上，该设计将建筑的整体构思归纳为两个紧密咬合的

Ｕ形建筑体量，在功能上分别对应博物馆展陈核心区块和公

共服务区块，同时寓意齐文化与鲁文化的紧密联系与各自的

个性特征。 齐鲁文化大台阶展厅是一个阳光中庭，面向主入

口，顶部覆盖了一个轻质玻璃屋盖，形成了整个博物馆庄严

、宏伟的第五立面。它同时也是博物馆大厅的纵向延伸，人



们面对分别在不同高度的展品，宛如进入历史发展的长廊之

中，宏伟的气势让人们联想到攀登泰山。登上顶部的齐鲁文

化平台，回首展望，展品一览无余。 外墙设计采用半透明轻

水混凝土墙，分为深灰色和浅灰色两种色彩，轻水混凝土墙

体内含有透明的玻璃块，这样，无论在白天还是在夜间，整

个博物馆的外墙都有一种细腻动人的光感，给人以既质朴又

浑厚的感受。 在展陈空间设计上，采取了有机的主题展览的

分区模式，各层展厅划分为不同的主题：一层以公众参与为

主题；二层以历史与文化为主题；三层以社会与艺术为主题

；四层以自然与交通为主题。通过明确的主题划分，博物馆

展示空间具有了清晰的空间序列。另外，还详细设计了不同

的参观流线，包括学习流线、最短流线、浏览流线等，使得

博物馆的展陈布局能够适应不同参观者的需要。 方案二：圆

方互容，体现传统文化主体精神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株式会社日本设计） 古人以为天圆地方，亦以圆方作天地

的代称。圆，是中国道家的通变、趋时的学问；方，是中国

儒家人格修养的思想境界。“智欲其圆道，行欲其方正”。

该设计方案圆方互容，既呼应古人天圆地方的认识，又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充分运用刚与柔的结合，表达建

筑雕塑感与韵律感的统一与呼应。 该方案在节能措施设计上

有其独到之处： １．自然光源的应用。博物馆共享展示大厅

通过采光天顶和倒锥体的反射充分利用自然光，穹顶内设一

个随着日照方位自动调整角度的遮阳百叶板，防止热辐射，

避免眩光。夜间玻璃穹顶成为一个发光的光顶，形成一道独

特的景观。 ２．自然通风系统。通过有效组织通风，将室外

的新鲜空气均匀地经地板下的风道散发到大厅内，再从玻璃



顶的顶部开口处排出，通风换气、通畅节能。 ３．能源与环

保。大厅遮光与通风的动力来源于装在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

装置。 在展陈空间设计上，采取了主题展览的分区模式，各

层展厅划分为不同的主题：一层以公众参与为主题；二层以

历史与文化为主题；三层以社会与艺术为主题；四层以自然

与交通为主题。 方案三：方正稳重，融合传统与现代 （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德国约旦和穆勒建筑设计事务所） 该方

案借鉴了中国古代的九宫格布局，规划方正稳重。布局采用

轴线对称的空间构成手法，强调建筑庄重大气的风格。 博物

馆主体建筑位于地块中心，环绕主体建筑布置广场、文化铺

地、绿地等，整体规划壮美有序。博物馆主入口位于用地南

侧，面对城市主干道，宽阔的入口广场适合举行重大活动，

同时设置了贵宾行车路线。入口两侧的文化广场以及雕塑、

绿地，有效地避免了广场的单调性，为市民营造出丰富的文

化休闲空间。博物馆东侧是科普宣教中心入口，后勤出入口

布置在建筑的北侧，同观众分开。观众车行出入口主要集中

在用地东北侧，西北侧设置疏散出入口，充分实现人车分流

。 博物馆建筑造型吸取中国建筑的美感和精髓，运用现代的

艺术手法，体现博物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征，整

体建筑的尺度、比例经过细致的推敲与考量，造型雄伟大气

，意在突出山东面向未来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屋顶造型

借鉴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采用重檐屋顶，递进的空间层次

突出了建筑的恢弘气势，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

升华。 博物馆主立面东西宽１８０米，高５０米，建筑材料

主要采用富产于山东的石材。入口大厅高大、有震撼力，观

者顺缓坡可直接上到二层，沿路缓缓的流水将人们引入历史



的长河。 建筑按照“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理念进行设计

。在纵向分区上一层至四层主要为展陈开放区和宣教功能区

，五层为小型科研展厅和行政办公区。展陈开放区和其他附

属功能区流线上下互不干扰，充分体现山东历史人文特色，

创意合理，参观流线简洁实用。 方案四：古朴典雅，展示山

东性格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德国约旦和穆勒建筑设计

事务所） 该方案整体规划轴线对称，造型雄伟庄重、简明有

力，强调序列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同时更强调对现代文化引

领的追求，力求形象地展示出山东文化的独特性格。 在整体

规划上，该方案遵循中国建筑哲学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思想，

将博物馆主体建筑置于用地中心，围绕主体建筑布置台阶、

广场、文化铺地、绿地、水面等。整体规划方正庄重、井然

有序。博物馆主入口位于用地南侧，面对城市主干道，入口

广场宽阔，适合举行重大活动。建筑北侧为后勤出入口，东

侧为科普宣教中心入口，西侧为参观次入口。同时在建筑的

两侧设有文化广场，为市民提供丰富的文化休闲空间。 建筑

造型雄伟高大，气势恢宏。建筑高度为５０米，东西长约１

６０米，南北长为１３０米。建筑体量方正厚重，具有强有

力的纪念性形象特征。屋顶造型采用有主次的重复，形成有

层次感和韵律感的屋顶造型。建筑入口处的柱廊气势磅礴，

不仅是烘托博物馆气氛的要素，也成为界定博物馆空间内外

的重要元素。空间序列运用“转”、“承”、“起”、“合

”的传统手法，由广场进入博物馆分别经过水面、列柱、大

台阶、平台至柱廊，展示空间一步步被引导序列推向高潮。 

进入博物馆内部，功能分区明晰，流线组织合理，以中庭为

核心空间，来组织安排不同的展示功能和体量。中庭空间高



大开敞，文化氛围浓郁，成为室内的文化核心广场，围绕中

庭布置的展示功能空间与附属功能空间分区清晰。在纵向分

区上，一层至四层主要为展陈开放区和宣教功能区，五层为

小型科研展厅和行政办公区，流线设计上下互不干扰，使各

个功能区形成较为完整的功能区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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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