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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明王彪陈大军2003年4月，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为家

乡苏州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成为一时美谈......新闻索引2003

年4月，八旬高龄的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为家乡苏州设计

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成为一时美谈，苏州为了请出贝老拿出位

于拙政园、狮子林之间的黄金之地，而贝氏也为这一方“圣

地”吸引而出手设计。根据有关时间表，贝氏设计的新馆将

于10月奠基建设。然而，就在新馆规划设计向苏州市民举行

公示时，记者调查了解到，苏州新博物馆8000多平方米的面

积正建在太平天国忠王府(原拙政园西花园)的地盘之上，原

保存极为完整的太平天国忠王府有四五千平方米的古建筑要

被拆掉。因此，贝聿铭先生的封刀之作将不可避免地使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遭到破坏。“封刀之作”定位忠王

府宅地自8月6日至12日，博物馆新馆方案正在苏州博物馆太

平天国忠王府归来轩向苏州市民全天展示。去年4月30日，世

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与苏州正式签订设计协议书，亲自担

任苏州博物馆的新馆设计。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贝聿铭顺

利完成了苏州博物馆新馆的方案设计。据日前正式发布的消

息称，“在整体布局上，博物馆新馆巧妙地借助水面，与紧

邻的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融

会贯通，成为拙政园、忠王府建筑风格的延伸和现代版的诠

释。”那么，新馆是怎样与紧邻的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融会贯通”的呢？ 新馆馆址设



在齐门路与东北街的交界位置，北靠拙政园，东傍苏州博物

馆和园林博物馆。其中，拙政园西花园的南端正好楔入未来

新馆。而新馆加上苏州博物馆和园林博物馆，这三者合在一

起的地方，就是当年叱咤风云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忠王

府。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十年（1860年）6月2日，太平军进

驻苏州，忠王李秀成以拙政园和东面的潘宅、西面的汪宅合

并建成忠王府。因此，完整的忠王府建筑，从现状来看应是

沿东北街从东到西可分为五个部分，即园林博物馆、苏州博

物馆、平江区医院、拙政园托儿所和已经列入011号控制保护

古建筑，以及024号古树名木广玉兰。这要拆的后三部分，就

是忠王府的组成部分。 站在平江医院的楼上，可以较完整地

看到当年忠王李秀成宅第的建筑群。据了解，在这块占地

近7000平方米的土地上，除了本身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文遗部

分，还保存着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古建筑4000平方米的古建

筑群。再过两个月，新馆就在这个“忠王府”上兴土动工了

，这些古建筑将面临着搬家或者消失的危险。至于如何保护

拆掉的古建筑，苏州市文化局陈嵘副局长指出，苏州当地有

关部门将会对之进行整体性移建，原有的不会遭到破坏。重

点文保单位“小忠王府”也要动 撇开新馆要拆移原忠王府的

后三部分的4000平方米古建不谈，就连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的“小”忠王府（目前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只是

原忠王府的中间部分，因此记者在前加了个“小”，以示区

别），新馆设计也要动到。贝老先生设计的新馆占地呈“U

”形，中间凹进的部分是拙政园西花园，而这个“U”形的

右上端又正好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小”忠王府的西北部

分发生重叠。有位老苏州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像“小”忠王



府的“后脑勺”被敲掉一块。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拙

政园和“小”忠王府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历

史的原因，这个忠王府只是原来李秀成忠王府的中间一部分

，现在成了“苏州博物馆”（老馆）。由于要建新馆，老馆

的西北面不少就要移拆。 非常了解苏州园林渊源的苏州园林

局副总工程师黄玮介绍说，由于历史原因，拙政园和忠王府

的保护并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忠王府的住宅建筑，

就是拙政园的西花园的住宅建筑。这些建筑并没有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仅作为“控制保护古建筑”。长期

被苏州市博物馆使用的忠王府的中部主体建筑（也就是“小

”忠王府），只是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没有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的保护范围，而东边的苏州市园林博物馆使用的忠王府部

分建筑，因拙政园而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苏州市文

化局陈嵘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博物馆选址的

范围因为历史更迭，到底哪里是忠王府的地方，一直处于模

糊状态。 因建新馆而移拆其它古建筑，黄玮先生认为，这虽

然也是一种保护方式，但是这些从忠王府移出的古建筑还能

叫“忠王府”的吗？“其内含的历史信息将会遭到严重破坏

”！黄玮先生痛心地说。快报将继续追踪报道此事。 忠王府

是拙政园的缓冲区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太平天国忠王府的门票

是这样向海内外游客介绍忠王府的，“明代拙政园的活文物

、清代拙政园的演剧处、江南最大的室内古典戏台；近代拙

政园的宏 伟建筑群。”所有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的渊源

、发展，都只有在忠王府才能找到。忠王府大门口的右侧墙

面上，也在显著的位置写着同样的文字。 苏大一位教授指出

，单从这些文字的内容来看，拙政园与忠王府紧密的文化联



系不言自明。原苏州园林局副总工程师黄玮认为，忠王府和

拙政园就是江南私家园林的住宅与花园的关系，实际上是一

家。而选定的苏州博物馆新址用地实际上就是原来忠王府的

一部分，即拙政园西花园的住宅部分。20世纪90年代，拙政

园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典范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拙政园

的东、中、西部花园和花圃及园林博物馆均属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的保护范围。专家认为，尽管贝氏方案没有碰及世界文

化遗产拙政园，但由于拙政园与忠王府的文化整体性，即使

没有触及“核心区”拙政园，但事实上也是在世遗的“缓冲

区”部位“动土”的，因此，对拙政园的“世界文化遗产”

有极大影响。 忠王府地下要被掏空 据了解，拙政园是苏州市

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忠王府是保存最完整的太平天国王府建筑，拙政园是

忠王府的花园，忠王府是拙政园的宅第建筑。黄玮先生认为

，苏州博物馆新馆是在占用忠王府住宅，即拙政园西花园的

全部住宅原址，拆除其本体古建筑四五千平方米，这严重损

害了拙政园-忠王府作为一个文化遗产概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根据苏州方面发布的正式消息，贝聿铭对此次新馆设计极

为重视，认为是“贝氏人生最重要的挑战”。根据设计布局

，触及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小”忠王府的新馆东部，将定义

为“现代美术画廊、教育设施、菜水服务及行政管理功能等

。”当然，设计方案毕竟没有忘了忠王府的存在，“该部分

还将成为忠王府连接的实际通道。忠王府将恢复成原貌。由

于忠王府难以在现有的结构下提供合适的展览空间，它将被

用作展示其丰富建筑遗产的橱窗，以及那些无需高档展示空

间的艺术品，诸如家具和雕塑”。 更有意思的是，此处将还



有一个贝氏设计的亮点“小姐楼”。有专家认为，仅从概念

看，这和忠王府本身极不谐调。而贝氏设计方案还拥有一个

庞大的地下室，也就是说，原忠王府的地下将要基本被掏空

。 世遗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8月4日，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高级顾问林源祥教授向快报

记者指出，如果事实确实，苏州博物馆应该立即停止规划，

最好将苏州博物馆从忠王府搬出去，另选地盘。 林源祥教授

同时指出，忠王府虽然只是拙政园的辅助部分，但是其作用

却是极其重要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审查苏州园林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时，就着重察看了拙政园周围的环境，

察看其周围的完整性和保护情况，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

是重视周围辅助环境的整治和保护，对于不符合的高楼坚决

拆除，不谐调的现代建筑更是彻底清除，所以忠王府对于拙

政园的影响很大。因此，如果苏州博物馆新馆占用了忠王府

地盘，即使建起来了也要被拆除，因为是违章建筑，是与有

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相违背的事，就算中国人不管，人

家外国人也会反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时候不要弄个除

名的危机。听说苏州博物馆要在今年10月动工了，林源祥很

是着急，连说“这事我会向有关部门反映，得赶紧反映”。 

苏州关注拙政园与忠王府的人士日前也通过快报建言，应当

停止在拙政园-忠王府原址建新博物馆；将拙政园-忠王府的

住宅建筑全部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范围；搬迁所有占用和

使用拙政园-忠王府的无关单位，包括苏州博物馆、平江区医

院、拙政园托儿所和所住居民，全面抢救修复古建筑，让拙

政园-忠王府得以永久真实、完整地保护。 据了解，该方案已

经专家反复论证，正向市民公示，苏州博物馆新馆筹建办公



室将及时向大洋彼岸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反馈收集的信息。

但至目前为止，苏州方面表示，目前已经定下来的方案已经

得到包括几位院士在内的国内著名专家的支持，改址的可能

性不大。而且为了目前的方案，苏州方面已投入了上千万的

资金，如果现在改址，谁为这上千万的浪费资金负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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