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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1_93_E5_A2_9E__c41_63524.htm 虽然四十年梦断国家大剧

院，李道增在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堪称开山第一人.作

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家族的后代，现年76岁的李道增堪称李氏

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学者。他师从梁思成，1952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建筑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曾任建筑系副主任、主

任。1984年被人事部评为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5年

任职博士生导师，1988年升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

，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

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荣誉理事，1993年应邀赴

美国卡纳基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999年入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与履历同样精彩的，是李道增在剧院设计和研

究方面的多重建树和深厚造诣。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设

计师，李道增早在任教不久就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

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领域，为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

的开山人打下了基础。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

，李道增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

无缘付诸实施。但“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

“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已落成使

用的剧场，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与此

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作为我国剧院设

计和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李道增先后主编了《剧场建筑设计

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

《2300座剧院总结》（即解放军大剧院设计总结）等多部著



作。其中长达150万字且文图并茂的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

成为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融人文

与科技于一体，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他的著

作《环境行为学概论》、《李道增文集》、论文“新制宜主

义”的建筑观和对建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设

计哲学的主干。四十年梦断1958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由周恩

来总理建议，国家大剧院项目被提上日程且列入国庆十大工

程的计划之内，并在全国展开设计竞赛。清华大学建筑系时

年28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带领系里十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参与

了设计竞赛，并入选。后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正式委托

给了清华大学李道增设计组，时任校长蒋南翔还调动全校建

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等三百名精兵强

将，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不久，解放军大剧院

的设计任务也由这个设计组承担。“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

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

一张图，”李道增回忆四五十年前的工作场景时不免感叹，

“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然

而，当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并获得国家审定时

，1960年中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最终因“国家经费有

限”，已设计完成的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项目被迫下

马。在十年浩劫中，由清华三百强将精心完成堆得像小山似

的图纸，也被造反派烧了个精光⋯⋯李道增第二次参与设计

国家大剧院是在1990年。那时国家计委下文件同意组织这个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

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开始组织队伍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

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



清华大学设计了方案A。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规划不久后又

成为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朴素真实的设计思想1997年，党

的十五大再次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先由北京市组织了一次

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和清华大学之间进行的方

案竞赛。在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中贯彻了他1993年在美国

讲学时，参观美国肯尼迪中心过程中所听到的肯尼迪剧院两

位副总经理的“教训”，即“千万不要把歌剧院、戏剧院和

音乐厅这三个剧场放在同一个屋顶下，不然在利用任何一个

剧场时，公共部分都要开空调和照明等设备，能源浪费极大

”。于是李道增在1997年的方案中，把三个剧场设计成既可

单独使用、又可合并使用的结构，大大节省了空间和能源，

很契合当下的节能理念。然而当时评选的结果是北京建筑设

计院的方案摘得了头奖，获奖的主要原因则是当时人们对“

特大厅堂公共空间”的热衷追求。1998年国家宣布在国际上

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公开招标。招标任务书要求该方案

要能看出是“中国的”、是“首都北京天安门的”、是有“

时代气息的”。李道增在1997年所完成的方案基础上很快就

完成了第一轮参赛方案的设计。李认为中国的大型公共建筑

都讲究“对称”，所以第一轮参赛的是一个歌剧院居中，音

乐厅和戏剧院分设两旁的“对称”方案。此外，在李看来，

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连同

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等辅助完成了天安门愠〉男畚敖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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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BR>按照上述理解，也为了体现现代气息，李在设计时采

用了玻璃结构。尽管最终的方案在构思上贯彻了标书的要求

，在功能、技术上合理且完全符合剧场的使用需要，也符合

北京市城市规划，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却又被要

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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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