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博会博物馆的建筑外表皮极具表现力 ，

其三角形透明玻璃构建的 “欢乐之云 ”、 米色

石材幕墙与红铜色铜铝复合板幕墙 “镶拼 ”

而成的异形块体 、 深邃曲折的 “历史河谷 ”

虚实对比强烈 ， 表意形象 ， 构造精致 ， 颇具

海派时尚感。

世博会博物馆的玻璃云由 3730 块三角玻璃

组成， 其独特的“悬浮钢结构壳体 ” 是一种不

借助外部结构的自承重结构体系。 不同于结构

支撑加表皮的常规钢结构形体做法， 世博会博

物馆玻璃云形体的围护结构与支撑结构是无缝

连接的， 其幕墙的划分逻辑完全对应结构布置

逻辑， 幕墙构件干净利落，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

形体通透性和视觉连续性 ， 具纯净的几何美

感 。 为了营造 “历史河谷 ” 的经典感 、 永恒

感， 建筑师仔细推敲了材料的质感、 色彩， 对

选用的红铜色铜铝复合板做了全天候使用效果

模拟， 观察它们在日晒风吹后是否仍饱含时光

的痕迹。 最终的幕墙采用了由铜板加铝板后衬

蜂窝板的特制 “铜铝复合板”， 在兼顾控制造价

和保证幕墙强度的前提下， 创造出充满时光痕

迹的肌理和纹路。 对于这 1 万余平方米红铜色

铜铝复合板的安装， 设计师对板材的块面大小、

分缝位置做了 1∶1 的做法比较， 最后确定了采

用横向线条划分 ， 以 6 种标准板材随机组合 、

层间错缝的搭接方式来安装铜铝复合板， 以粗

犷又精致的肌理来表达时间的磨砺感。

看似随机的建筑外立面， 其每一个细节都

对应着功能与技术的合理性： 如随机的外立面

开窗形式与室内房间的视线都有着一一对应的

良好关系； 为了恰到好处地遮挡 “欢庆之云”

楼板下方的空调机组， 釉面玻璃的打点密度是

经过精确计算的； 河谷的铜绿幕墙上设置有可

替换的板块， 可根据布展需求定制相应的纹理

或文字， 作为展品的一部分， 用以强化世博会

的历史记忆……

世博会博物馆是上海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

际性的博物馆， 作为 “世博精神” 的载体， 它

以开放、 友好的姿态向城市打开， 以富想象力

的形体语言表述了瞬间与永恒 、 未来与历史 ，

以具科技质感和时尚精致的表皮语言来传递活

力， 既创造了具有包容性、 吸引力和灵活的城

市公共空间， 也诠释了当代技术和艺术的自然

融合， 为城市的发展和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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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博物馆的周边大多是 2010 年世博会

的场馆， 虽然有些已经被拆除， 但仍充满了世

博时代的记忆。 作为一个新建的公共建筑， 世

博会博物馆需要考虑其与环境的关系， 需要把

握分寸感： 既要承载历史记忆， 展现 “世博精

神”， 便于人们重温世博会的欢乐记忆 ， 又要

有面向未来的态度， 在新的时代中寻找与城市

的对话， 为城市贡献活力。 显然， 世博会博物

馆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世博园区后世博发展

的水准， 它的定位将引起城市滨江地带的连锁

反应。

立足于讲好 “世博故事”、 留住世博记忆，

弘扬世博精神 ， 世博会博物馆与城市的对话 、

与城市公众的对话是极其重要的。 是开放还是

封闭？ 是高高在上、 以轴线对称来塑造公共空

间的仪式感， 还是以平和、 自然的表情来接纳

公众？ 世博会博物馆的设计师很明智， 在建筑

体量和高度基本确定的前提下， 以开裂的体块

化整为零， 以自由、 奔放的云形玻璃体串联各

块体， 依托各异形体块之间的 “峡谷” 空间和

穿插其中的玻璃体 ， 形成了一座向城市打开 、

对公众包容、 友好的奇妙建筑。

从城市的视角来看， 世博会博物馆的形体呈

外方内柔， 其面向入口广场及黄浦江的两个面打

开较多， 其余两面 （北面、 西面） 较为规整。 建

筑面向世博园区的主界面是开放、 灵活的， 其各

个入口的视觉形态是奔放、 有趣、 友好的， 对公

众有很强的吸引力。 从邻近的卢浦大桥远观， 整

个建筑群如数块裂开的巨石， 包裹着中间的云形

玻璃体， 形体关系灵动错落， 轮廓线呈微妙的丰

富。 对于前来观展的公众， 穿过陈列着历届吉祥

物、 纪念碑、 旗林、 艺术装置等的入口广场， 从

建筑的东面、 南面可以循开放的台阶、 廊道、 平

台自由到达建筑的各个入口。

公共建筑与城市公共生活密不可分， 两者

和谐共生， 就会促使城市公共空间萌发新的生

命力 。 世博会博物馆犹如一座 “开放市民公

园”， 通过其馆内的展厅、 文献中心、 图书馆、

特效影厅、 办公、 青少年文化中心、 咖啡厅等

功能空间， 为公众提供了城市的 “多样生活”，

可以容纳观摩求知、 亲子活动、 时尚派对、 周

末聚会、 学术论坛等多场景， 为 “城市公共生

活” 增加了更多实践的可能性， 鼓励公众去探

寻、 发现、 体验和分享……

区别于大多数博物馆的并联布置方式， 世博

会博物馆在常展流线上选择了强制性的串联式流

线。 8 个常设展厅从世博会的创始到未来， 按世

博会历史的时间顺序一一展开， 具有一个连续的

“叙事性” 路径。 此外， 世博会博物馆也没有与

展示伴行的展厅交通空间， 这部分空间被融合到

展厅内部， 结合展品设定流线。 串联后的展厅按

照每 3米的高差递进， 到达展厅五之后， 再按每

3米的高差递减， 并回到出发大厅。 这条流线并

不是水平直线型的， 在剖面上随着外部的 “河

谷” 高低起伏。 利用高差关系将原本就是黑暗封

闭的展厅空间上下错动叠放， 实现了内部功能空

间的集约性和交通面积的最少占用量。

由于上述的展厅布置方式， 除了入口处的公

共大厅 （常展序厅） 外， 公共空间被最大程度地

“挤出” 到室外， 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 6 米、

12米、 18 米、 21 米等多个标高的室外平台和连

廊犹如一张立体的网， 覆盖了从北至南的所有公

共空间， 也把原本属于 “室内” 的公共空间成为

了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让临展流线、 “云厅” 流

线、 公共服务流线等与室外公共平台相连， 让公

众可以直接从城市公共空间直接进入。

世博会是记录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高度

浓缩和发展的驿站， 其无论规模大小， 每一届博

览会都会使人类文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为世

界 “建筑” 的博览会， 世博会的大多数展馆都会

在当届展览结束后拆除， 很多经典作品也成为了

每个时代的烙印。 世博会博物馆是一座永久性建

筑， 它既要留存 150 年中发生的美好过往， 定格

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也要为未来预留

故事空间。 面对这个挑战， 建筑师以具想象力的

建筑语言来转译了 “瞬间” 与 “永恒”： 即以剔

透变幻的 “欢庆之云” 来表现 “瞬间” 的爆发张

力和对未来的向往， 以厚重沉实的 “历史河谷”

来表达 “永恒” 的历史积淀。

由钢与玻璃建构的 “欢庆之云 ” 既是对

1851 年落成的首届世博会场馆伦敦 “水晶宫 ”

的致敬， 又是对未来的隐喻。 它形体自由、 轻巧

灵动， 充满科技感， 其独特的云形悬浮钢结构壳

体， 既有形体的张力， 又为建筑提供了一个独一

无二的云厅。 支撑 “欢庆之云” 的是三条扭转收

分的云柱。 云柱在建筑中部扭转展开， 并相互联

系， 逐渐与建筑顶部形成一个完整的曲线流畅的

轮廓。 “云柱” 矗立在 “河谷” 内， 似透非透，

具很强的艺术感， 也支撑起了悬浮于建筑之上的

独立的空中特展区。 三根云柱里， 北云柱内部是

“水院”， 西云柱里嵌有一组镜面旋转楼梯， 南云

柱里容纳了一个观光电梯， 它们以实体构件阻挡

了视线的穿透， 为建筑内院空间增加了 “层次”，

也保持了玻璃形体的纯净感和未来感。

由建筑体量开裂 、 倾斜后形成的 “河谷 ”，

也是建筑师的神来之笔。 以高深的峡谷状内凹空

间来隐喻代表永恒的 “历史河谷”， 既具建筑表

意的浪漫色彩， 又与建筑形体的组织、 观展流线

的串联有很好的契合。 “河谷” 与绿地、 庭院、

平台、 广场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公众可

以顺着场地从城市自然进入博物馆内， 再借由河

谷分流至平台、 展厅或者广场。 为渲染深谷的环

境氛围， 建筑选用了红铜色的铜铝复合板幕墙，

色泽深邃， 意蕴恒久。

“欢庆之云 ” 和 “历史河谷 ” 不仅只是一

个形式符号 ， 它们还有机地串联了观展流线 、

场地、 功能空间等， 并赋予了场所以人文情感。

在 “云柱 ” 和 “河谷 ” 之间 ， 有序展开了十个

大小不一 、 高低错落的室外庭院 。 这些标高不

同的室外平台或庭院 ， 既联通了不同的功能空

间， 又颇具文化意味 ， 犹如楔入建筑的城市园

林。 在这些不同标高的开放庭院中 ， 低层庭院

为水庭院， 其极简的几何线条具东方文化概念；

中间层的庭院以枯山水为主题， 表意万物生长、

孕育生命 ； 较高处的庭院有 “茂盛繁华 ” 的意

向， 体现了孕育之后的蓬勃生长 。 这些庭院空

间既有单独的 “故事情节”， 又环环相扣， 自然

形成了 “常设展览 ” 的完整展现 ， 与串联而成

的室内展厅一起打造了一个 “承载欢乐记忆的

容器”。

“一切始于世博会” ———这是人们对世博会

传播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由衷感叹， 也反映了

世界人民对这项盛事带来的惊喜始终抱有期待。

170 余年来 ， 每一届世博会都如璀璨的烟花 ，

绽放完毕就消失在了时空里。 为了留存这一浓

缩了人类文明发展史资料、 物品， 传播世博会

活动知识， 再现世博会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

延续感人的世博会故事， 上海市政府和国际展

览局合作共建世博会博物馆。 2017 年 5 月， 世

博会博物馆落成于上海的浦江之滨， 这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唯一全面展示世博会专题的博物馆，

也是国际展览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中

心， 它记录了中国 2010 上海世博会的盛况， 也

向世人展示了自 1851 年以来的历届世博会， 被

称为 “承载欢乐记忆的容器”。

作为世博园区浦西片区第一个启动的城市

公共项目， 世博会博物馆既要讲好世博会的故

事， 又要给城市增光添彩。 2010 年 “上海世博

会” 的主旨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显然， 浦

江两岸世博园区的建设理当成为诠释 “城市 ”

“美好” 的典范。 根据后世博规划， 浦西片区将

建设文化博览区， 与北面的南外滩金融集聚带

连成一体， 主要发挥文化博览、 创意产业、 商

务办公三大类的集聚功能。

自落成之日起， 世博会博物馆就以灵动的

造型、 时尚的外表、 精巧的空间吸引了公众的

目光。 其云状玻璃体与被精致勾勒的异形块体、

开放错落的入口广场、 兼具粗砺质感和精致做

工的时尚表皮、 起伏紧凑的观展流线， 充满了

故事情节， 亟待人们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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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博物馆：
具科技质感的“欢乐记忆容器”

以开放、友好的姿态向城市打开
对话城市与公众：

拼贴质感与时尚：
以充满科技质感的表皮语言来传达活力

以“欢庆之云”“历史河谷”隐喻过去和未来
定格瞬间与永恒：

▲自落成之日起， 世博会博物馆就以灵动

的造型、 时尚的外表、 精巧的空间吸引了公众

的目光。 其云状玻璃体与被精致勾勒的异形块

体、 开放错落的入口广场、 兼具粗砺质感和精

致做工的时尚表皮、 起伏紧凑的观展流线， 充

满了故事情节， 亟待人们一探究竟。

茛世博会博物馆的玻璃云由 3730 块三角玻

璃组成， 其独特的 “悬浮钢结构壳体” 是一种不

借助外部结构的自承重结构体系。 不同于结构支

撑加表皮的常规钢结构形体做法， 世博会博物馆

玻璃云形体的围护结构与支撑结构是无缝连接

的， 其幕墙的划分逻辑完全对应结构布置逻辑，

幕墙构件干净利落，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形体通透

性和视觉连续性， 具纯净的几何美感。

▲建筑师对选

用的红铜色铜铝复

合板做了全天候使

用效果模拟 ， 观察

它们在日晒风吹后

是否仍饱含时光的

痕迹 。 最终的幕墙

采用了由铜板加铝板

后衬蜂窝板的特制

“铜铝复合板”， 兼顾

控制造价和保证幕墙

强度的前提下， 创造

出充满时光痕迹的肌

理和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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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亮点

◆ “欢庆之云”———既是对
1851年落成的首届世博会场
馆伦敦“水晶宫”的致敬，又是
对未来的隐喻。

◆ “历史河谷”———高深的
峡谷状内凹空间，既具建筑表
意的浪漫色彩，又与建筑形体
的组织、观展流线的串联有很
好的契合。

◆ “城市园林”———在 “云
柱 ”和 “河谷 ”之间 ，有序展开
了十个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
室外庭院，既联通了不同的功
能空间，又颇具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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