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木心逝世的 2011 年，乌镇为他

建了木心美术馆。

这个由木心家乡出资建造的项

目， 聘请了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弟子、美

国 OLI 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冈本

博与林兵参与设计，内部景观设计则交

由法国博物馆景观设计专家法比恩。

美术馆因木心和木心的艺术而缘

起， 这是建筑学者唐克扬对其颇为认

可的一个好前提，在设计之前，就有明

确可感的作品和文化语境可以依托。

木心曾说：“我的美术馆应该

是一个一个的盒子，人们可以听着

莫扎特音乐从一个盒子走到另一个盒

子。 ”老人临终卧床之时，曾见美术馆设

计方案 ，喃喃地说 ：“风啊 ，水啊 ，一顶

桥。”这像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诗。正因

有了这诗一般的心愿，如今我们才得以

看到，跨越乌镇元宝湖水面，与水中倒

影相伴相随的木心美术馆。

木心美术馆的位置得天独厚 ，置

身于水乡的包围之中， 而不像大多数

新建美术馆置于一片白地之上。 美术

馆临水而立，人们通过栈桥通往馆内。

“桥 ”的隐喻 ，似为木心毕生融汇东西

方文化与美学的艺术实践做出注解 。

建筑本身没有采用单一的大体量 ，而

是由三五方小尺度现代几何造型起伏

衔接，聚合而成。 这样的考量，既与江

南水乡本身缱绻柔和内敛的气质极为

契合，点睛了此地的文脉，也实现现代

建筑美学与当地自然环境结合的功能

指向， 悬浮式结构其实还是对乌镇民

宅悬浮结构的一种呼应。 如今， 书有

“风啊水啊一顶桥”这七个字的长长的

布幔悬挂在木心美术馆最醒目处 ，从

上而下，宛若流淌而下的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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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建设正成为一种
世界性的潮流， 不仅出现在
大都市的黄金地段， 也向城
郊甚至乡野延伸。 其中说到
“最美美术馆”， 近年来长三
角一批新建美术馆分外出
挑，以各不相同的美，让人挪
不开眼睛。 它们不少设计匠
心独具，像是为其所处地“量
身定制”，呼应着小桥流水的
江南地域特征， 也与温润灵
秀的江南美学气质相契。

这些各美其美的美术
馆，宛若大珠小珠落玉盘，共
同丰富着人们身边美的 “色
阶”，共同绘出如画江南。

———编者

这些匠心独具的美术馆，

共绘如画江南

公望美术馆建在元代著名画家黄

公望的故里富阳富春江畔， 与身后绵

延的富春山融为一体 ，2016 年对外开

放。 美术馆将富阳博物馆、美术馆、档

案馆三馆合一，以山水立馆，再造了一

片山水， 仿佛重现了近七百年前黄公

望那幅名画《富春山居图》的美景。

“富春江还在 ，江两岸的山还在 ，

山居何在？ 我们还是否能在山水之间、

天地之间， 怀抱对自然的谦虚态度来

生存？ ”带着这些自我提问与对中国山

水画的感受，王澍与他的团队用一个多

月的时间，走遍了黄公望笔下风

景的 290 多个村庄，从仅存山居

原貌的 20 个村落里找寻到了灵感。 这

是他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后的第一

件大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

中。 ”苏东坡《题西林壁》里对于穿行于

庐山之间的描绘， 很有些像游览于公

望美术馆的感觉。 王澍把地皮当成了

一张白纸， 将美术馆按照中国传统的

山水序列排布，在建筑本身的整体构筑

中呈现了近山、远山潆洄呼应的构筑法

则和山水画中“三远”视角，与咫尺之遥

的富春山水互相辉映。那连绵而曲线柔

和的屋顶， 令人想起南宋画家马远的

《水图》。 而美术馆顶上那两件小居，据

说正是王澍心中的富春山居。

王澍的建筑深层灵感来自 《营造

法式 》，他认为 ，营造的本意是建筑应

如同活的躯体 ， 匍匐在山水草木间 ，

与青山河流对话。 这样的设计理念也

像是因循着一种 “大地艺术 ”的逻辑 。

诚如他坦言的 ：“每一次 ，我都不只是

做一组建筑 ，每一次 ，我都是在建造

一个世界 。 ”一个世界 ，不仅有建筑 ，

还有人文生态 、历史往昔 ，更有当下

和未来。

公望美术馆:

横看成岭侧成峰
龙美术馆西岸馆:

“伞拱”混搭“煤料斗”

坐落于上海徐汇滨江的龙美术馆

西岸馆，2014 年正式开馆，不仅可被视

作中国新贵投身艺术收藏和民营美术

馆事业的典范，其设计也颇具匠心。

这座美术馆的外观以“伞拱”悬挑

结构和 “剪刀状” 剪力墙自由搭配而

成。因所在地原为运煤码头，且此处依

旧保留着原来的煤料斗 、卸载桥等建

筑遗迹 ， 故美术馆的设计也因地制

宜 ，将地区原有的特色与生态纳入新

建场馆的内里构造 ，通过类比来达成

“新”和“旧”的整体性。 墙体和天花板

皆为清水混凝土的外观 ，因而 ，即便

美术馆最终的主色调是水泥色———因

以灰色混泥土浇筑而成， 充满工业时

代特有的情怀， 却并没有给公众带来

一种冰冷 。 相反 ，美术馆通过外部的

开放空间以及内部错落叠加式的功能

布局，使得这栋建筑成为一种有机体：

它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亦有当下的鲜

活感，空间本身又是通透的，与户外的

街区、江景和阳光互动，这些都给予观

者一种能与日常生活产生关联的有机

感。

龙美术馆西岸馆的设计师为大舍

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柳亦春 ，

凭借这个案例， 他捧得中国建筑学会

建筑创作奖金奖。 从专业和细节角度

而言， 柳亦春设计的最大巧思不仅在

于外观， 更在于细节———据说建筑本

身的大小是可自由调节的空间尺度 ，

竟然以水泥墙和工业结构在空间上予

人非常轻盈和通透的质感； 墙面保留

有模板拼缝和螺栓孔的结构， 也是一

种“直白”的处理方式———更多不是美

学考虑，而是综合了美学和实用。

四方当代美术馆:

湖畔“空中花园”

南京城郊的佛手湖畔 ，2013 年开

幕的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尤为夺目 。

该建筑由美国著名建筑大师斯蒂文·

霍尔设计，毗邻 20 多座建筑大师

的杰作。

它其实不应被视为一座建筑 ，而

是一方独一无二、 因地制宜的艺术人

文景观。 美术馆由平行透视空间的“场

域” 和竹子制成的黑色混凝土花园墙

组成， 如同一个轻质量体悬浮在花园

墙之上，颇有空中花园的既视感。 整体

建筑构造颇具移动感， 充分发掘移动

视角、 不同空间层次以及广阔薄雾与

水域的优势， 展现出中国早期绘画深

邃交错的神秘空间特色。 首层为笔直

的通道， 而上方体量的通道则逐渐转

变为蜿蜒的结构； 上层的画廊悬浮在

高空中沿顺时针方向展开， 在到达观

赏南京城远景的最佳视角处终止。 这

块乡村场地通过与伟大的明朝都城南

京的视觉轴线相连而平添了几丝都市

风情。

同样引人瞩目的， 是四方当代美

术馆所处的四方当代艺术湖区。 区域

的官方名称为 “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

践展”。 这是一个耗费十年的项目，征

集并建造了超过 20 位国际顶尖建筑

师和艺术家的作品。 因这里毗邻美丽

的佛手湖和老山森林公园， 故建筑师

在此处可以结合山川湖海让建筑在其

中共生， 从而联手打造出一片集功能

性建筑和多种艺术展示空间为一体的

建筑生态。

宁波美术馆:

钢与木的双重奏

粗犷的钢筋架构与温润的木质如

何共生？不妨看看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

中国籍得主王澍设计的宁波美术馆。

王澍善于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

组合，挖掘看似不相干的材质之间隐藏

的共通性。 他也始终坚持这样一个理

念： 将大自然尽可能留在人类现代文

明的工业化步伐中———哪怕，这种“大

自然” 无疑只能是片段式撷取而成的

一种“景观”。 这样“拟物”“造化自然”

的理念，承继自中国古代文人画的血脉

和理想。

2005 年开馆的宁波美术馆， 建筑

规模仅次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作为这

座千年古城的当代审美象征，同它落址

的老外滩一样，拥有独属于港口的艺术

气息。

美术馆的建筑核心架构为原老外

滩客运码头候船大厅。这座大楼曾记录

了宁波港的百年沧桑。为了保留这份历

史记忆, 王澍保留了大楼的空间结构、

能望见三江六岸的塔楼和部分码头设

施。 这样可以延伸至周边环境的设计，

展现了艺术的自由和开放。建筑糅合了

希腊古典建筑风格和现代极简主义风

格，采用宁波民居的青砖建材和港口船

只的钢木建材，利用了中国传统的高台

院落和具有港口特色的栈桥设计，搭建

起了一艘连接古今、交融中西的艺术巨

轮，静静停泊在老外滩。

宁波美术馆建筑本身为两个互相

平行的扁平长方形，横卧江边的姿态暗

示和重构了一种语词结构：码头与城市

的互文关系，以及历史与当代的某种呼

应。这一点在建筑本身所选用的材质上

也可见一斑：基座青瓦是传统的宁波建

筑主材料，而上部钢木材料则是船与港

口的建造主材。 有意思的是，点睛之笔

在于青砖基座被设计成了类似敦煌佛

窟的洞窟，这其实暗示了这个码头曾是

宁波人出发前往普陀山敬香之地。

木心美术馆:

小桥流水一间屋

文/林霖

在杭州，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

区，有这么一座民艺博物馆，其设计师是

日本当代最 有 影 响 力 的 建 筑 师 之

一———隈研吾。 借由这座建筑，人们或

许可以体会到隈研吾所提倡的 “负建

筑”理念，也即，建筑物最终的归宿必定

是大地，它将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共生。

早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审

美上却非常复古， 崇尚一种亲近大地的

质朴理念。 这一理念在当代建筑中的体

现，便是多强调光和植物与建筑的有机互

动，以及不同于摩登都市“钢铁森林”的木

质建筑，但它们却绝对是前沿的建筑。

2015 年开幕的中国美术学院民艺

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建筑。 它取址象山

校区中心地带，在流水环绕的象山半山

腰上依山而建。 从高处看，外形层层叠

叠，如茶田般掩映在山林之间，“不去动

山的斜面， 而是就着斜面去建造建筑。

顺着这个方向研究，最终涌现在我脑海

中的是菱形纹样， 让水平线产生了变

化， 制造出了流动的展示空间……”隈

研吾曾如是谈及对于这座建筑的设计

理念。整栋建筑采用的则是乡村最常见

的瓦片、石材等元素，巧妙搭配而成。校

方坦言邀请隈研吾操刀民艺馆的设计，

是想把日本民艺保护的理念带过来。从

这层意义上来说，民艺馆不仅是当代建

筑与山川湖海的对话，也是不同国度与

文化之间的交流。

有意思的是，民艺馆的设计与整个

象山校区也有一脉相承的呼应。象山校

区那波浪状连绵的长长走廊，灵感即来

自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山峦。这样的

设计依托于坚持中国本土文化底蕴和视

觉再现的理念，不仅是“复刻”传统中国

山水画的某些符号与样式， 而更得其精

髓———重要的是“澄怀观道”，也即与山

川河流对话。 这是一种大自然的观念。
图片来源： OLI 事务所

中国美院民艺馆:

匍匐于大地的“茶田”

摄影： 笑婆婆

图片来源： 大拙建筑空间摄影

荨位于上海青浦练塘镇的可·美术

馆，被誉为“最美乡村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