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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价达15亿元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优化设计工作近日已全部完成。 

 

何镜堂最近很高兴：7月20日，由他担纲总设计师的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优化设计工作已全部完成，

即将进入室内装修等细化阶段。这届世博会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作为此次世博会的核心

建筑之一，中国馆的造价达15亿元。 

 

虽然如此，这位年已七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未放松。作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他仍旧

每周奔波于广州和上海之间。自2007年12月18日中国馆正式开工以来，这已是何镜堂的工作常态，在世

博集团中国馆项目部的办公室窗外就是中国馆如火如荼的建设工地。 

 

中国特色：捕捉中国意象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世界各国汇聚中国的举世盛会。中国馆位于世博园区的核心地段，南北、东西

轴线的交汇处，担负着在黄浦江畔展现东道主热情好客与大国风范的重要使命。 

 

2007年4月25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面向全球华人征集设计方案。截至当年6月24日，上海世博会组

委会总共收到了344份设计方案。经过残酷的筛选，综合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清华安地建筑设

计公司和上海建筑设计院各家方案之长的 “东方之冠”方案最终中标。对此，何镜堂认为，这是集中

了广州、北京、上海三地建筑团队的力量，以体现中国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 

 

“中国馆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达中华智慧，因此，其设计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谓中国特

色；二是如何体现时代精神。” 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何镜堂对中国馆的设计要点进行了

如是总结。 

 

为了寻找可以表达中国意象的元素，何镜堂曾将他的几十人的设计团队分成3组：第一组寻找“中

国印象”，主要是从绘画、戏剧、文字、颜色等艺术形式中捕捉最能代表中国的形象；第二组从“出土

文物”，如斗冠、宝鼎、器皿等中汲取灵感，并对斗拱这一传统建筑构件进行进一步挖掘与提炼；第三

组则从中国的城市建筑、园林中吸收营养，例如九宫格、南北轴线等，形成经纬分明的建筑布局。 

 

“在中国馆的设计中，所有这些意象最终所要传达的，是东方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和谐共

生’的理念。” 何镜堂说。 

 

世博会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向世界展示中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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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馆效果图来看，建成后的中国馆由国家馆、地区馆以及港澳台馆三部分组成，共15万平方

米。国家馆和地区馆的整体布局隐喻天地交泰、万物咸亨，体现了东方哲学对“天”、“地”关系的理

解。国家馆为“天”，如同雕塑高耸于上，宛如天下粮仓；地区馆为“地”，如同基座延展于下，寓意

福泽神州、富庶四方。 

 

中国馆虽然全部由巨型钢构架构成，但轮廓却像斗拱，类似中国传统木建筑，连同下部的4个核心

筒一起看，又像一个巨型四脚鼎，居中升起、层叠出挑，整体选用了“中国红”，中国形象更加突出。 

 

何镜堂有一个习惯。他每完成一个建筑项目后，就会发表一篇总结论文。对于中国馆的设计，他认

为：“最大的收获是对‘中国特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时代精神：把握前沿技术 

 

英国伦敦的水晶宫、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原子球馆……都是历届世博会为举

办地留下的标志性建筑。黄浦江畔，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又将给世界展示怎样的时代风采呢？ 

 

“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建筑界在环保、节能、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

方。”何镜堂认为，这些是一个建筑物最能展现时代精神的方面，中国馆也不例外。 

 

“我们在设计中国馆时非常重视环境与能源问题，有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与能源节约策略体系，旨

在以建筑表述‘环境宣言’。”何镜堂表示。 

 

据介绍，这个策略体系由4个部分组成。首先，在规划和群体整合层面，中国馆充分考虑一轴四馆

方面的呼应，力争实现靠近世博轴，使中国馆与世博主题馆部分设备资源形成共享与协调。其次，在建

筑形体的设计层面，力争实现单体建筑自身的减排降耗。国家馆造型层层出挑，在夏季，上层形成对下

层的自然遮阳；地区馆外廊为半室外玻璃廊，用被动式节能技术为地区馆提供冬季保温和夏季拔风；地

区馆屋顶“中国馆园”还运用生态农业景观等技术措施有效实现隔热。 

 

此外，在建筑表皮技术层面，充分考虑环境能源新技术应用的可能性。比如，所有的窗户都是使用

低耗能的双层玻璃，国家馆屋顶上还使用大量的太阳能板，有望使中国馆实现照明用电全部自给。最

后，在景观设计层面，加入循环自洁要素。在国家馆屋顶上设计的雨水收集系统，可以实现雨水的循环

利用；在地区馆南侧大台阶水景观和南面的园林设计中，引入小规模人工湿地技术，利用人工湿地的自

洁能力，在不需要大量用地的前提下，为城市局部环境提供生态化的景观。 

 

何镜堂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中国馆设计运用了立体构成手法，对传统元素进行了开创性现代

转译，创造出流动的现代空间效果。国家馆63米的绝对高度中，下部33米完全挑空，这些中心对称空间

和地区馆平坦延伸的空间，为人们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充分的开放场所，而这种开放性、公共性，也是国

际建筑设计中的重要理念。 

 

建筑本质：以人为本 

 

“东方之冠”虽然为建筑界普遍看好，但也不乏批评之声。对此，何镜堂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

象。 

 

“建筑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相对适宜的。”何镜堂说。他认为，对某个特定的建筑物而言，只能

根据其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等进行具体的评判，而建筑师所能做的，也只是根据这些不同的条件进

行综合的取舍，实现辩证的平衡。 

 

何镜堂把自己多年的建筑实践归纳成“两观三性”。“两观”即建筑的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这

是现代建筑的基本。而一座优秀的建筑，必然是融于环境，表达地域特征，且有文化品位和时代精神的

建筑。在建筑设计中，如何体现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是建筑创作能否突破和创新的关键。 

 

何镜堂认为，优秀的建筑设计能够创造出既满足人们创业和生活需求，又带给人精神享受的物质环



境。“虽然以人为本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说法了，但真正将其作为建筑本质加以贯彻时，很多建筑师却并

没有做到。”何镜堂说。 

 

据何镜堂透露，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项目将于2009年5月基本结束，并于同年9月交付使用。中国馆在

世博会结束后将得到永久保留。它能否在世博会的诸多建筑杰作中占据一席之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世博建筑：本身就是展品 

 

历届世博会的建筑和博览会上展示的产品一样，都是世博会的主要亮点，而且世博会建筑本身就是

一种展品。 

 

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本身就具有轰动效应，开创了建筑工业化。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埃菲尔

铁塔和机械馆堪称建筑史上的里程碑。1929年巴塞罗那世博会的德国馆（1986年重建）成为现代建筑的

典范。1958年布鲁塞尔世博会的原子塔成为标志性建筑，这届世博会的美国馆、飞利浦馆和工程技术馆

引领了现代结构工程技术。1968年圣安东尼奥世博会对圣安东尼奥河滨水空间的整治成为城市设计的成

功先例。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节日广场和太阳之塔成为标志性建筑，并推动了膜结构的发展。1992年塞

维利亚世博会展示了户外空气调节装置、柏林墙碎片等，这届世博会的日本馆成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1974年斯波坎世博会的河滨公园，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的加拿大馆，1998年里斯本世博会的里斯本东方

车站，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的芬兰馆、日本馆等都是足以载入世界建筑史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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