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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C_E7_9C_81_E5_c57_613431.htm 作为广东建设文化大

省三大文化设施之一，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即将成为广州的城

市文化新座标。这座总投资约9亿元的新馆计划于2007年11月

建成开馆，年参观人数可达100万人次。 广东省博物馆新馆位

于广州市的CBD珠江新城中心区南部，总用地面积4.1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6.69万平方米。该馆与广州歌剧院、广州市第

二少年宫及广州图书馆新馆并列于广州的城市中轴线上，与

中央林荫大道、滨江绿化带共同形成了广州文化艺术广场。 

跟所有博物馆一样，这座新馆的主要功能是为成千上万人展

示广东的发展历史，但它的出现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与其

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起启动，令不少原本犹豫不决的开发商

坚定了进驻珠江新城的信心。 激活珠江新城 广东省博物馆新

馆从选址到动工都与珠江新城的发展脉搏息息相关，它见证

了珠江新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据广州城市规划勘测

设计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袁奇峰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广

州市准备建设地铁，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于是市政府

提出了建设广州新城市中心珠江新城的目标，靠土地收益支

持地铁建设，而且这项决策在客观上可以避免广州市的商务

办公建筑过于分散，无法形成集约优势的毛病。 从1992

年~1999年，广州新城市中心珠江新城的土地开发已累计投

入50亿元人民币，但“对多数广州人而言，‘珠江新城’还

只是一个地图上的概念”，袁奇峰说，除居住用地在积极开

发外，珠江新城只有若干政府办公机构迁入，尚无一家真正



的商务办公建筑建成，“在广州房地产最热的时候，珠江新

城还不具备开发条件；等它具备开发条件时，又碰到金融危

机”。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政府于2002年出台了一份珠江

新城规划检讨，从功能及定位上进行了调整。 在珠江新城的

发展遭遇困境时，曾有开发商表示，不愿意进入珠江新城是

对它的前景没有信心，而要想增强开发商及社会的信心，加

快珠江新城的开发，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加快配套设施的建

设。 当时，新世界中国地产广州地区总监耿树森也认为，珠

江新城并非步入绝境，它只是需要一颗“火种”，如果政府

尽快启动具备标志性的一两个大型公建项目，那么，珠江新

城很快就会被带活。 2003年，广东省博物馆进行新馆选址，

当时的市领导便决定让其进驻珠江新城，歌剧院、图书馆、

少年宫的进入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4个大型文化配套设施的

总投资额约在30亿元左右，建成后均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

对提升珠江新城的区域形象和地位意义重大。 于是，开发商

们开始大举圈地，珠江新城也由此进入了发展高潮。“这些

文化设施建成后，珠江新城将成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文化中

心”，袁奇峰认为，对文化设施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是很少见

的，这对珠江新城的区位提升拉动很大。 开发商们也因此获

益不少，保利地产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博物馆、歌剧院

等文化设施只是市政配套中的一种，但跟学校及商业等其他

配套比起来，文化设施对房地产的拉动作用显得较为特殊。 

“出入歌剧院、博物馆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人群，为区域营

造了一种比较高层次的艺术氛围，也直接把区域的档次拉升

了上来。保利在珠江新城有不少土地储备，根据这些文化配

套的特点，我们计划把在这附近的项目都开发成高档项目，



这样做，既可以让业主享受到便利的文化设施，也可以促进

高素质的客户向这个片区集中，有利于楼盘的销售。”他说

。 “盛满珍宝的容器” 作为广州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广东省

博物馆新馆的设计方案自然也是国际大师的手笔。在2003

年11月举办的新馆建筑设计国际邀请竞赛中，共有汉斯霍莱

因建筑师事务所（奥地利）、久米设计（日本）、蓝天组（

奥地利）、平利曼建筑师事务所（英国）、彼特艾森曼建筑

师事务所（美国）、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中国香港）、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上海）等九家设计单位

参加。最后，由香港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获得了这份价值4

亿元人民币的合约。 该公司的主设计师严迅奇是世界著名的

华人建筑师之一，其主要业绩包括北京“长城脚下的公社”

、天津国际展览中心、香港会议及展览中心、香港新机场中

环机场大厅、北京希尔顿酒店、博鳌蓝色海岸等。 新馆的设

计方案名为“盛满珍宝的容器”，作为独特的文化标记，建

筑师把博物馆构思成一件宏大的艺术品，如同古时完美、精

雕细琢的“容器”，如漆盒、象牙球、玉碗或铜鼎，各自盛

着当代的珍宝。竞赛评委的评价是，“装载珍品的容器”的

意象与建筑造型结合比较自然，有强烈的标志性，形象简明

突出，通过外墙立面的雕刻处理及中庭的采光，展馆的自然

光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而且色彩处理大胆，效果比较好

。 据了解，博物馆的空间概念源于传统艺术的象牙球，各功

能分区、建筑结构和楼宇设备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高效而

经济。层层相扣的建筑空间，既吸引观众不断深入“宝盒”

内部，也便于观众回廊、展厅和后勤服务等功能区实现视觉

上和实质上的分离。而作为宝盒内层“空间”的中央大厅，



是建筑由实转虚、由繁至简的焦点，晶莹通透，开敞明亮，

不同的功能区间漂浮其上，宛如回归自然。 在建筑设计方面

，新馆采用钢筋混凝土剪力墙钢桁架悬吊结构体系。建筑由

形体中间67.5米×67.5米轴线交点处巨型钢筋混凝土筒体，外

悬出23米跨度的大型空间钢桁架，悬吊三至四层楼面。钢桁

架共八组，纵横交叉，犹如两只伸直的手臂，将两侧悬空距

离地面36.5米的展厅“抓在手中”。 据介绍，这是中国大陆

第一座采用悬吊建筑结构的大型建筑物，其最大的优点是实

现结构无柱化，营造出经济实用的空间布局和宽敞宏大的视

觉效果。目前在世界上的同类结构只有香港汇丰银行大厦、

德国宝马汽车博物馆等极少数项目。而新馆的悬吊式结构更

是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跨度达23米，是目前世界上房屋建

筑中跨度最大的悬吊式结构；在钢结构工程近2万吨的总用钢

量中，钢桁架整体重量达8千吨，创目前世界之最。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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