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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该是什么样艺术家和建筑师碰撞中起“冲突” “我们不

是要建宾馆，不是要建饭店，更不是要建百货公司⋯⋯”关

于将建的中国川剧剧场建筑风格，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

了设计图稿的弊端。 中国川剧剧场将于今年在成都开工建设

，预计明年10月前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剧场2002年被拆除以

来，新剧场一直处于积极筹备中，但直到2004年申报立项才

通过，设计方案也在前不久基本完成。时间跨度之长，让人

深思。究其原因，设计图纸17次易稿，几度被否。稍后，剧

场设计请来艺术家，但建筑师却无法表现艺术家的构想，剧

场建设再次搁浅。 设计之初，川剧剧场一口气拿出了11个方

案，因为没能体现四川地域色彩和未能突出川剧特色而未获

通过。审查中，有关方面表示：“如果不能有所突破，勉强

修建的剧场只能是老剧场的翻版”。川剧剧场到底该是什么

样？“单纯简约，又不失复杂变幻；传统古典，又不失现代

冲击”，有关人士认为，剧场应该融象征性、识别性、戏剧

性于一身。 这样的要求对于川剧剧场的设计似乎有些为难，

难点在于一栋建筑如何表现川剧艺术。作为剧场“出品方”

的省川剧院几番思考后，决定突破单纯的建筑设计，请来了

著名雕塑家朱成、美术大师汪晓灵以及装饰设计专家李家杰

共同出谋划策，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拿出了方案。这期间

，他们参考了大量的书籍和国内外著名案例，并仔细思量，

将众多川剧元素融入了其中。 但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是有了方案就能建出剧场。艺术家们的构想，在老一辈

建筑设计师的眼中似乎是空中楼阁，没法实现，他们退出了

合作项目。没了建筑师，再好的艺术也没法表现。一批青年

建筑师抱着尝试的态度接手了，但要完全体现艺术家的构想

，艺术家和建筑师在碰撞中起了“冲突”。“艺术家的构想

很艺术性，比较感性，但不能很好的运用到建筑上。建筑是

很理性的，是有依据的。”建筑师与艺术家就感性如何理性

表现发生了分歧。设计方案再次摆上桌面，先后三次修改。

设计稿一改再改，朱成感到无奈，但考虑到建筑实际，为了

让设计能尽量完善，又不得不改。 中国川剧剧场设计方案因

不具特色而几度搁浅，但这似乎不是剧场的个例。综观成都

文化建筑，缺乏四川文化特色的不仅仅只是川剧剧场。 调查

： “老成都”对哪些文化场馆有印象70%认为成都缺乏标志

性文化建筑 调查一：“老成都”眼里的文化符号 纪实“我在

成都几十年了，成都的大大小小地方都去过，但是现在很多

有特色的文化建筑都不在了。”63岁的“老成都”张大爷告

诉记者，现在唯一让他有些印象的是四川锦城艺术宫，还能

从外观设计的舞蹈浮雕上看出这是一个文化单位。但因为剧

场年久缺乏“更新”，特色并不鲜明，张大爷感觉是淹没在

了周围高楼林立的商场中。 在成都长大的刘小姐虽能背出一

连串成都文化建筑的名称：成都艺术中心、成都图书馆、省

图书馆⋯⋯“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些场馆，但从没觉得

这些建筑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刘小姐说，这些文化建

筑感觉和周围的建筑没什么区别。“有一次看演出，我都想

不起成都艺术中心在哪里，还要别人提醒在水碾河。” 数

据50位被调查读者既有家住窄巷子的“老成都”，也有儿时



定居成都的白领。他们中，80%能举出3个以上的成都文化建

筑。60%的人表示成都文化建筑设计单调、缺乏特色。70%的

人认为成都缺乏标志性文化建筑。 调查二：外乡客记住了哪

些文化场馆？ 纪实第一次来成都的王女士选择了看川剧《芙

蓉国粹》。站在成都川剧艺术中心门口，王女士并没感觉到

这里是四川闻名的“川剧窝子”。“单从剧场外观来看，这

里和其它剧场没什么区别，不能让人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专

门演川剧的地方。”王女士说，在她的印象里，四川没有知

名的、有特色的文化建筑。“北京的大剧院就很有特色，矗

立在门前的脸谱雕塑一看就知道，这里的主题是演戏剧。” 

武侯祠博物馆门前，来自上海的曹先生很为成都可惜。成都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但这些素材并没充分

体现在城市文化建筑中。他说在成都的几天，除了几条街道

有川西民俗味道外，还没发现让人眼前一亮记忆犹新的文化

建筑。“就目前中国文化场馆而言，还缺少像悉尼歌剧院、

卢浮宫等这样世界知名的文化场馆。成都的文化场馆形式上

显得单调了点，比如成都艺术中心和成都图书馆对一般人而

言，似乎区别不大，不能吸引眼球，自然达不到城市文化坐

标的要求。” 数据武侯祠、杜甫草堂，倒是让来过成都的外

乡人记忆犹新。但是说到文化建筑，不少人连连摇头。在两

大博物馆受访的30名“外乡客”中，70%表示成都文化场馆缺

乏特色，不足以成为城市坐标；80%认为，只有去看过演出

、进过图书馆，参与过其具体活动，才知道成都有哪些文化

场馆。 视线： 文化如何在建筑上体现 要在共性中追求个性，

更要标新立异 调查结果多少有些尴尬，但却让人寻思：特色

鲜明的巴蜀文化如何在建筑上体现？ “成都文化建筑群处于



沉默中。”不少业内人士在谈及成都的文化建筑时，难免有

些遗憾。“缺乏新意，落入俗套。”装饰设计专家李家杰说

，如今所见的文化建筑群很难激起他们创作的兴奋感。 从拆

前的中国川剧院到早些年的成都艺术中心，以及如今的成都

川剧艺术中心、四川锦城艺术宫等，不难看出成都文化场馆

的尴尬。“这些建筑大都定义在灰色调的层面上，不具备可

识别性。”雕塑家朱成说，他也是这次参与川剧剧场设计时

，才专题关注了成都文化建筑。“文化建筑是一种‘真实的

艺术’，理应凸显其个性，张扬其神采。”朱成表示，这也

成为他设计川剧剧场时为何强调用戏剧元素张扬文化建筑个

性的原因。“川剧剧场是从形式到色彩的一次‘革命’，剧

场外立面设计具有独特的唯一性和浓烈的戏剧性，使其区别

于其它歌剧院和话剧院。”业内人士认为，川剧剧场的设计

是对构建成都文化建筑坐标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设计图纸上

，记者看到，整个建筑外立面寓意象征“万年台”，融入了

川剧变脸、高腔、帮腔等“艺术基因”，同时，建筑体每天

呈现出一种颜色，以此“唱”出高腔，凸显“变脸”。“建

筑本身无声若有声，建好后的川剧剧场将打破以往文化建筑

群的‘沉默’，用立体的色彩效果‘说话’。”朱成这样诠

释他的作品。 文化艺术与建筑脱节的现象已经存在相当时期

，但近年来，艺术家和建筑师已经在积极寻求“切合点”。

“文化建筑就是文化的表象，对于文化的传承，建筑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汪晓灵说。“建筑语言完全能体现文化传承

。”李家杰认为，建筑形态、建筑色彩以及材质都可以成为

传递文化艺术的语言。目前，传统建筑越来越少，使得城市

文化建筑失去了特色。“成都应该认真挖掘本土文化特色，



融入建筑之中，形成成都特有的建筑风格。” 李家杰认为成

都文化建筑要在“共性中追求个性。”设计师要有一个崭新

的设计理念，不能受大氛围的影响，跟着潮流走。尤其是对

文化建筑的设计，更要标新立异，在共性中追求个性，凸显

其独特的文化底蕴，表现自身的文化内容。李家杰解释说，

文化建筑要有自己特色，在张扬个性的同时需要寻找和谐因

素，做到在冲突中凸显和谐。最终，使文化建筑既注重传统

又融合时尚，利用现代先进科技，营造出传统韵味的城市文

化建筑。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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