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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国家大剧院的最后一榀钢梁成功安装，这标志着

我国最高艺术演出中心工程最关键的钢屋顶结构就全部完成

。据悉，明年年中，这只造价26.88亿的水中“巨蛋”就将亮

相于天安门广场西侧。 离吊装最后一榀钢梁的仪式开始还有

半个多小时，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就陪同来访

的法国文化与传媒部长让雅克阿雅贡，以及大剧院总设计师

安德鲁来到了工地上。而此时，在大剧院的南面，一台巨大

的吊车将最后一榀钢梁吊起在半空中，等待最后的命令。 吊

梁仪式的现场就设在吊车西侧30米外的一块平台上。大红地

毯上摆放着一张长桌，一架金色的小铜钟摆在正中，后面放

着一排酒杯。仪式尚未举行，安德鲁的兴奋之情早就溢于言

表。他先是对小钟产生了兴趣，低头仔细研究了一会，然后

不断地大声吆喝，邀请自己的助手以及中国的同事们到小钟

的后面合影。虽然没几个人懂得他的法语，但不少中国的工

程师还是被他夸张的表情所感染，现场不时爆发出豪爽的笑

声。 下午4时20分，仪式正式开始。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与

法国文化部长共同敲响了金色小钟。随着悦耳的“叮当”声

，巨型吊车开始启动，将一榀10吨重的钢梁轻轻抓起至40多

米的高空，巨大的力臂然后划过一道弧线，将钢梁对准预定

的位置，轻轻放下。早已等候在上面的工程人员立刻用螺钉

对钢梁加以固定。至此，国家大剧院的整个壳体钢结构全部

完工。 据悉，从明年年初开始，大剧院将迎来更加紧张的建



设。包括“蛋壳”安装、内部设备安装、门前大水池和地下

停车场的修建等多项工作将同期进行，预计整个工程明年年

底完工并开始音响设备调试，2005年5月将具备演出条件。 大

剧院之绝对亮点 亮点一：无柱撑天穹形屋顶 在安德鲁的心目

中，此次吊装的穹形钢结构屋顶绝对是整个大剧院工程的核

心和关键，虽然它也同样是设计中争议最大的部分。安德鲁

说：“这是我整个设计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穹形屋顶，

就再不是我的设计。” 据大剧院钢结构工程的负责人陈力介

绍，椭圆形“蛋壳”东西跨度212米，南北跨度144米，面积

为3.5万多平方米，仅钢结构部分总重就达6750吨。竣工后，

整个结构将不会用一根柱子支撑，全靠弧形钢梁本身来承受

巨大重力。 亮点二：六千人的超级剧场 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

将成为中国最高艺术表演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

其中主体建筑约13万平方米，地下附属设施约5万平方米。为

满足多种艺术表演形式的需要，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

厅、戏剧场、小剧场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组成，观众席拥

有6000多个座位。 亮点三：玻璃墙可透视长安街 国家大剧院

的椭球屋面将由2万多块钛金属板和1200多块大小不等的有色

玻璃幕组成。它们的施工规模均为国内之最。椭球体面对长

安街对称部分为一个渐开式玻璃幕墙，形状就像一个逐渐垂

下来的水滴形状。晚上，来往于长安街的行人和乘客，可以

通过晶莹剔透的玻璃幕墙，观赏到国家大剧院金碧辉煌的观

众休息大厅。 亮点四：露天水池四季“荡漾” 建成后的国家

大剧院，四周是碧波荡漾的水池，而且这个水池里的水“冬

天不结冰，夏天不长草”，一年四季都“碧波荡漾”。秘密

就在于巧妙地使用了“地热”这种廉价的资源。因为地热的



缘故，即使在冬天，地下水的温度也在十几摄氏度左右。为

此，国家大剧院专门设计了一套系统，通过抽取温暖的地下

水，与水池里的水进行热交换，始终将露天巨形水池的水温

控制在零度以上。 背景资料 国家大剧院诞生大事记 1958年周

恩来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并批示，地址“以在人民大

会堂以西为好”。但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限制，这一工程未

能实施。1990年文化部提出在原址上兴建国家大剧院。1997

年10月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西侧空地尽快兴建国家大剧院

。1998年1月8日中央正式决定用4年时间，投资25.5亿元建成

大剧院。1998年4月公开招标，保罗安德鲁的方案中标。2000

年4月工程动工。2000年7月国家大剧院停工待命，征求修改

意见。2001年12月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2003年12月2日国家

大剧院封顶。 平行对话安德鲁：独立成就历史 “大剧院是中

国现在需要的建筑” 新京报：很多人对您的设计方案提出反

对意见，认为大剧院与周围的历史建筑不和谐，您怎么理解

？ 安德鲁：我的设计是从北京城市的发展脉络着眼的，注意

氛围的统一，坚持遵守建筑设计与周围环境融合的规范。建

筑的书写有其特定规律，是一种理想化的智慧形式。对我而

言，是不是“中国式”、是否承接中国传统风貌并不是最重

要的，最重要的是从长远着眼，看这建筑是不是富于创新、

是不是能给人们带来愉悦和是否拥有质量与美感。国家大剧

院建成后不会与周围的建筑融为一体，它是独立的，是中国

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我想要说的是，这就是中国现

在需要的建筑！至于许多人不赞同这个方案，我很高兴听到

意见，但至少人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也有人表达他们的

重视与关注。我想，关键是大剧院完工时的质量如何，以及



人们那时的反应。我听取各方观点，尝试理解人们反对的原

因，也喜欢被认同。被选中担当这个项目，我有责任不断向

前探索，力求每天都有进步。 新京报：除了美观，大剧院的

实用性足够吗？ 安德鲁：当然，实用与否是我第一个考虑的

问题，我可以保证。实用性是一幢建筑首要的功能。但光说

实用不够，创造性很重要。建筑也是一类诗歌，好的诗歌能

使人产生愉悦和美感。 新京报：您对目前的工程进度满意吗

？ 安德鲁：我很满意，要知道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想法与意见

，可是我们同心协力，处理得很好。从速度上说，没有一个

国家能快得过我们的建筑速度。而从质量上看，虽然过程中

有过许多技术上的分歧，可是毫无疑问最后完工时质量会得

到保证。 新京报：工程进行到现在，与你先前的期望有什么

不同？ 安德鲁：哦，我最初的期望确实很高。我进行过许多

重头项目，我清楚地知道期望不可能都成为现实。只要这是

人类的工程，便不可能存在完美。不过，对于理想，肯定要

能走多远走多远。现在真的进行得很不错，我们大概还有一

个季度的时间去完成许多很精确的细节。 “选择困难项目，

显示中国的探索性” 新京报：您在50多个国家做了许多工程

，您在设计时如何考虑每个国家的文化？ 安德鲁：嗯⋯⋯文

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的意思是说：为人建造是很重

要的，为一个特殊的场所建造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特定的环

境下建造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而言，时间、地点、民族以

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就是文化。照抄照搬古代形式并不是

文化。我是说：文化是一种需要被尊重、保留及保护的东西

，而并不是去模仿的东西。 新京报：您在中国还参与了不少

大型建筑项目的设计，这些作品与您在中国以外的作品，风



格与创意上会不会有所不同？ 安德鲁：差别不会很大。反正

我从来没有从“风格”的角度考虑，而是着眼于建筑本身是

否有创意、是否有自身特色。我从不对自己的特色想得太多

，尽管作品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会有一种惯性反应。 新京

报：有人说央视新台址大楼、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鸟巢”)

与游泳中心(“水立方”)与您的风格有相似之处。您怎么看

？ 安德鲁：我不觉得像。他们都很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特点

。但有一点是真的：我们这几幢雄心勃勃的建筑都在试图寻

找一种新的感觉，而且我们的设计都很另类，我会说奥运会

场馆的设计就像一个游泳池。而中国连续选择了这些困难的

项目，显示了一种探索性。 新京报：为2008年奥运会，北京

许多地方都在建设新工程或翻修，到时候城市呈现的新图景

将与传统的老北京很不一样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安德鲁

：我不希望眼前的老北京消失，但城市的改变确凿无疑。故

宫、长城和这里的人们，这些将构成传统北京的一部分，永

远不能改变。 新京报：但建筑也是城市的很重要标志啊？ 安

德鲁：不错！嗯，新旧的混合⋯⋯我们没必要去选择都要新

的或者都保留传统的，许多人会不断带来新事物，未必都由

法国人来担当(轻笑)。看看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高楼大厦之

间可以保留村庄，完全可以把新的和旧的混合在一起。我们

没必要去选择都要新的或者都保留传统的。 “再过10年，中

国将出世界级大师” 新京报：您设计的国家大剧院项目，其

中也有清华大学老师的配合，您和中国建筑师之间的理解和

沟通好吗？ 安德鲁：我跟清华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的沟通都

很好，尤其是吴耀东，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思考。新京报：

您与中国的建筑师一直都有合作，与国外的建筑师水平相比



，中国出世界级的大师还需多久？ 安德鲁：其实中国的建筑

设计师水平一直在进步，尤其许多年轻的设计师们都训练有

素。而他们需要的是机遇，去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一

个国家的艺术潮流趋向也会影响他们前进的方向。我的工作

，一个是去建设，一个就是去帮助年轻一代建筑师进步。我

想，再过10年，大家就会看到，中国将出现大名鼎鼎的建筑

师，我对此坚信不疑。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您在北京生

活愉快吗？除了国家大剧院，近期您在中国还有新项目吗？

安德鲁：我在这里工作很开心，我住在巴黎。但每个月都会

来北京呆一周。要是有新的活儿，我肯定接。不过比大剧院

更大的项目是不可能了，哈哈！ 本报记者廖卫华 张璐诗 本稿

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陆新之先生的大力

支持，特此致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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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