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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实习生张瑜琨 记者杨捷 通讯员宋洁 戴时）由市规

划院建筑分院设计的武汉市美术馆方案近日通过评审。目前

进入施工图设计，预计明年动工，工期一年。 新美术馆的诞

生，将与一幢历史保护建筑的重现活力合二为一美术馆由金

城银行（1958年改为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及其建筑群改

造而成，又在黄石路口加油站原址上增建一个北入口。充满

古典与艺术韵味的美术馆将耸立在中山大道与保华街围成的

“三角岛”上，总建筑面积12736平方米。 据介绍，美术馆配

备有画廊、培训教室、修复室、画家沙龙等，承载着收藏、

研究、陈列展览、教育、交流和社会服务6大功能。 原金城

银行、金城里和新建北入口将通过连廊沟通，形成顺畅的参

观路线。 南边原少儿图书馆为美术馆主入口。新建的北入口

不高于历史建筑，主要从色彩、建材上实现“与历史的对接

”。它由两个三角形建筑和一个菱形广场组成，正面直视过

去，有纵深感和几何造型的现代感。两个三角形喻意“两扇

开启的大门和张开的手臂”，象征艺术殿堂永远欢迎热爱艺

术的人。 金城银行是建筑师庄俊的作品，建于1930年，西方

古典廊柱样式，现为武汉市一级保护建筑。金城里是当年银

行员工宿舍区，市二级保护建筑。 据了解，以三角岛上的这

组保护建筑为主体，改造扩建形成美术馆，是我市对历史保

护建筑再利用的全新尝试。 “从历史经验看，只有那些被使

用的建筑才能保留下来。”这是选址美术馆的初衷，此选择



必将提升老城区的功能和环境品质。据悉，少儿图书馆将搬

至胜利街原武汉图书馆。 新闻链接 新美术馆设计方案难在“

与历史对接” 昨日，在新美术馆馆址，市规划院建筑分院规

划师向记者介绍美术馆的设计方案。 历经75年的金城银行和

金城里，无论是主体建筑的正门，还是员工住宅的外型，都

透着大气和精致。 新添的北入口只有整个美术馆面积

的30%%，但如何“做新旧结合文章”，恰恰是新美术馆的重

点和难点。 [外形对接] 北入口位于“三角岛”北端，占地也

是一块三角形。设计者巧妙运用“两个三角形 一个菱形”的

组合，把两个三角形的现代建筑通过外边墙的混凝土材质和

灰色块，过渡和呼应旧建筑。 入口的一边内侧墙，用大面积

玻璃表现通透和现代，一部由二层延伸而下的外部楼梯，以

简洁手法画出实与虚的分界，也让入口变得更加生动。 [保护

中再生] 新美术馆包含两个市级历史保护建筑，外观和尺寸都

不能破坏，保留建筑的立面整旧如旧。设计师只能在其内部

下功夫。 据介绍，内部改动的重点在金城里。纵向看，有一

部分二楼和三楼上下打通，形成约400平方米的大展厅，室内

空可达8米。横向上，打开一部分墙体，布局大面积画廊。 

地下新增了两层，地下二层为设备用房，地下一层设报告厅

与培训教室。 [生态节能] 新美术馆的旧建筑部分占了七成，

而这部分建筑将追随新建筑一道步入“生态绿色建筑”行列

。 新建部分采用外墙外保温，原有建筑增加内保温材料。 入

口玻璃幕墙采用“可呼吸式”外墙技术：双层玻璃幕墙，中

间是通风空道，加有遮阳片。美术馆一组建筑围合的中庭设

计成玻璃顶，为建筑提供最大化的阳光透入，减少人工照明

。穿射的阳光也可随时间移动营造中庭艺术的光和影。顶上



有可开启的遮阳布，明暗自如。在新旧建筑屋顶的平屋面部

分，形成屋顶花园。 靠近美术馆北入口，规划有160个配套的

停车位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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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