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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他在世界各地留下的不少作品，
都成了地标性建筑

首次以展览形式系统梳理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创作脉络

本报记者 范昕

著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将于本月迎来其百岁生日。 近日于苏
州美术馆举办的贝聿铭文献展，首次系统梳理贝聿铭的一生，其中大
量文献资料首次公开。

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波士顿的肯尼迪图书馆，香港的中银
大厦，巴黎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长达
70 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贝聿铭在世界各地留下的不少作品都成了
所在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1983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授予贝聿铭时，给
出的评语是：“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
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
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 他设计的作品既有文化
建筑， 也有低收入住宅。 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
界。 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
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

那束投向世界的建筑之光源自何处？ 尽管受过颇多的西方教育，
贝聿铭却自认为“我在中国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代，因此有
种‘中国性’深深地留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很难改变。 我仍是一个
十足的中国人。 ”是苏州园林让他意识到建筑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
然的共同结晶，“建筑师要使他所设计的建筑与那里的流水相一致，
并成为既对流水充分考虑又受人欢迎的表现形式。 ”

儿时的贝聿铭在香港生活。 彼时，
他的家庭像是仅仅由父亲 、母亲 、兄弟

姐妹组成 ，没有家族概念 ，用他自己的

话说，“在香港我们是外人”。 10 岁那年，
贝聿铭随父亲工作调动由香港搬到上

海。 在上海及其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老

家 ， 他度过了吸收能力最强的少年时

代， 为人生烙上最初却也最深的印记。
此次展览就特别呈现了贝聿铭的“中国

原点”。
贝家是苏州的望族。 贝聿铭的祖父

坚持 让 他 每 年 夏 天 去 苏 州———祖 父 认

为贝聿铭是家中的长子，理当更了解家

族事务。 与堂兄弟们在家族的私家园林

狮子林中嬉戏的情景，是贝聿铭关于少

年时代的难忘的回忆。 贝聿铭十分喜欢

这座园子，对其中的建筑及其中稀奇古

怪的太湖石都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
多年以后， 贝聿铭才意识到这一切

让自己学到了什么。 比如，园林里太湖石

制造、 堆砌过程中与过去发生的联系和

延续吸引着贝聿铭———这涉及一种对时

间的责任感。 他意识到创意是人类的巧

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一名建筑师必须

努力以这样的方式参与： 要使他所设计

的建筑与那里的流水相一致，并成为既对

流水充分考虑又受人欢迎的表现形式。我
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种设计特色———
依照我童年时代的那座园林的气韵设计，
而一旦你按照那种气韵去设计建筑，你就

会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又如，贝
聿 铭 到 了 苏 州 才 深 味 家 庭 的 真 正 含

义———内聚力和历史，“这影响了我对生

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 儿时记忆中的苏

州，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 我觉得这才

是生活的意义所在。 我在那儿逐渐感受

到并珍惜生活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
至于上海，那是贝聿铭建筑梦开始

的地方。 在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

市 ，贝聿铭一面念中学 ，一面接触到新

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我从上海略

微看到了我在苏州未曾见过的未来或

是未来的开始”。
其中 ， 给予贝聿铭 最 为 深 远 影 响

的 ，便是上海新盖的建筑 ，尤其是彼时

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国际饭店。 贝

聿铭是看着国际饭店拔地而起、越盖越

高的。 那段时日，因为常常到大光明大

戏院看电影，他留意到附近地块有一幢

24 层楼高的高楼即将建起。 每天中午放

学 ， 贝聿铭就会乘 1 路电车到 “大光

明”， 碰上新片上映就躲进电影院看上

一场电影， 没有新片就坐在梧桐树下，
看 24 层楼是如何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
甚至回到家里还像模像样地画了一份

24 层的建筑图纸。 贝聿铭日后坦言正是

从国际饭店看到了西方新建筑风格的

萌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

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 ， 从那一刻

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

上海和苏州，成为贝聿
铭的“中国原点”

1935 年 8 月，18 岁的贝聿铭从上

海出发，登上远赴美国的柯立芝总统号

邮船。 此行目的很纯粹，他想系统学习

建筑，数年以后用丰富的知识来建设自

己的祖国。 起初，他的目的地是宾夕法

尼亚大学建筑系。 没过多久，他却转学

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
现存于上海档案馆的几封家信，是

贝聿铭刚赴美国求学期间写给父亲的，
在此次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 当时他

给家中的来信很频繁，平均一周一封。贝

聿铭俨然是以旧式大家族的长子身份在

给家中禀明种种情况， 他常在信中问及

家人近况，诚如他自己所言“我的内心深

处总有一种责任感，一种深藏的中国式

的家庭责任感”。 信中详细汇报了他从宾

夕法尼亚大学转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缘由，
“宾大只有建筑艺术学， 而建筑工程缺

少”，“记忆 MIT 有建筑艺术奖工程兼读

一科”。 当时他的留学生活也有不为人知

的清苦，比如所需费用要盘算一番，“因习

建筑所用之仪器笔纸等用品均须德国货

物费去三十余金元之多，书籍则较其它科

较少”， 又如学习格外勤力，“因欲缩短一

年学程，将多选一科盖本科虽属三年级科

目，但其性质殊无关重要，早日读之亦无

不可”。

“包豪斯”的创办人格罗皮乌斯，则

是贝聿铭日后赴哈佛大学建筑系继续

深造、攻读硕士的真正原因。 深入学习

的过程中，贝聿铭的设计理念却与导师

格罗皮乌斯倡导的“国际式”发生了些许

分歧。 尽管他曾为了追求这样的现代建

筑理念留学海外，到了美国，他却才渐渐

意识到，国际化建筑是有限度的，当今的

建筑不能脱离所在地的气质、历史、人文

和生活———那些是各不相同的。
一次，贝聿铭忍不住在课堂上打断

格罗皮乌斯：“怎么处理气候？ 怎么处理

历史？ 怎么处理传统？ ”格罗皮乌斯深吸

一口雪茄， 说道：“不如你自己做一个项

目，证明给大家看看。 ”贝聿铭抱着前所

未有的热情尝试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设

计———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上海艺术

博物馆，这同时也是他的毕业设计作品。
贝聿铭曾仔细琢磨 过 自 己 的 设 计

应该以谁为范本，是希腊还是罗马？ 钢

铁和玻璃是否取代中国本土的泥墙陶

瓦，成为必然的建筑语言？ 但他想到，东
方艺术诸如玉石、陶瓷、画卷，都是非常

隐秘的 ，总是束之高阁 ，只有特殊场合

才供人一饱眼福。 观看、展览这种艺术

的环境必须区别于那些有着高大墙壁、
深厚历史性的西式博物馆。

最终他所设计的艺术博物馆， 是一

座精致的木质模型，两层，点缀着几个凉

亭，溪水淙淙流过茶园。 格罗皮乌斯看过

之后大为吃惊， 感叹道：“这是我所见过

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 ” 日后，作品的设

计图样刊登在《进步建筑》上，格罗皮乌

斯为它撰写过一段推荐语：“它清楚说明

了， 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既坚持传

统———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又不

放弃设计上的进步观念。 ”这件作品也被

认为是哈佛史上最重要的毕业设计之一。
今天的人们惊讶地发现，贝聿铭 1946 年

于哈佛完成的这件作品， 竟然与时隔 60
年之后他所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不无

相似之处———后者将新建筑与苏州古城

融合在一起，根是传统的，却发出新芽。
可惜 ，从哈佛大学毕业以后 ，在中

国全面爆发的内战，让贝聿铭不得不推

迟回国。 再返中国大陆，距离当年他远

渡重洋，相隔 39 年。

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设
计作品， 是为中国艺术品量
身定做的上海艺术博物馆

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波士顿

的肯尼迪图书馆，巴黎的卢浮宫玻璃金

字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长

达 70 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 贝聿铭在

世界各地留下的不少作品都成了所在

城市的地标性建筑。 在设计伊始甚至建

筑落成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贝聿铭的很

多作品其实都饱受争议。 多年以后，时

间证明了它们的经典性，也映照出贝聿

铭前瞻性的设计眼光。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同时也是贝聿

铭多年工作助手的林兵透露，贝聿铭的

字典里没有“收山”“封刀”，只要有精力

有能力，他会不断设计。 近年来贝聿铭

之所以没有承接项目，是因为他对待自

己的设计特别认真 。 他不做挂名的设

计，希望亲力亲为地跟进设计的每一个

细节 ，直至亲眼看到建筑落成 ，以他的

百岁高龄来说，这恐怕越来越是一个奢

侈的心愿。 对于贝聿铭而言，他最感兴

趣的建筑设计是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

切事物的总结。 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

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 我总能从博物馆

的建造中学到很多。 它们不断地提醒着

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密不可分。 ”
在美国主流建筑圈站稳脚跟， 贝聿

铭凭借的是肯尼迪图书馆。 1963 年美国

总统肯尼迪遇刺后， 为纪念肯尼迪而建

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的决定吸引了很多颇

负盛名的建筑师。 众多竞争者中，贝聿铭

只是无名小辈，当时，以他的名义完成的

建筑物屈指可数。 关于这次竞争，当地媒

体有过这么一段记载： 初选入围的几位

建筑师，在会见肯尼迪夫人时，多多少少

都在阐释他们想要怎么设计。轮到贝聿铭

时，他回答———我不知道。 在没有勘察地

点以前，他坦言自己没法给出任何概念或

意见。人们揣测，打动肯尼迪夫人的，或许

正是贝聿铭无形之中流露出的场地、环境

应是建筑先决条件的设计理念。 最终，贝
聿铭的构思没有让人失望，他认为这座纪

念馆应该启发思想多于引人敬畏，是一种

活的纪念，真正为人们使用。 他所设计的

肯尼迪图书馆倚海矗立，是一幢黑白分明

的现代化建筑，一些空间低于地面，使建

筑中最动情的因素留于地表。
承建卢浮宫改建项目，则为贝聿铭

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1980 年代初，有着

悠久历史的卢浮宫破败不堪，拥挤混乱，
改建刻不容缓。 对此，贝聿铭的设计思路

是： 用现代建筑材料在卢浮宫的拿破仑

庭院内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 将其作为

卢浮宫正式入口的标志。 当时这个方案

一经公布，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贝聿铭

曾回忆道，“这是我一生中难得再有的挑

战。 我猜想百分之九十的巴黎人起初是

反对这个工程的。 这并不奇怪，卢浮宫是

国家级的标志性建筑， 人们自然希望它

保持原样。 在我们公开展示金字塔设计

之后的 1984 到 1985 年之间， 争论已到

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也在巴黎街头遭到不

少白眼。”面对反对的浪潮，贝聿铭强调自

己来自有着古老文明的中国，使法国人相

信自己不会小看历史文化传统。为什么选

择了玻璃金字塔的形式？ 把大量光线引

入，让过去的历史晒晒今天的太阳，光线

透过玻璃投射在空间与墙体、地面上形成

光的庭院。透明的质地也保证着现有建筑

群的外观不被严重破坏，历史之于现代完

美融合。 更重要的是，它为这一片相连却

无中心的建筑群提供一个中心入口点。
在贝聿铭心心念念的祖国，他也留

下了不少经典建筑， 如台中的东海大学

路思义教堂，香港的中银大厦，北京的香

山饭店、中国银行总行大厦，苏州的苏州

博物馆新馆， 澳门的澳门科学馆，2008
年汶川地震后， 还自发设计了汶川地震

玻璃纪念碑。 这些都令他倍感荣耀。 其

中， 落成于 1982 年的北京香山饭店早

已成为中国近年来众多庭院式酒店的

原型。 1980 年 5 月 27 日 ，贝聿铭在纽

约 发 表 了 欢 迎 清 华 大 学 代 表 团 的 演

讲 。 当时的建筑系学生希望他讲讲玻

璃幕墙 ， 介绍最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

形式等。 贝聿铭却告诉他们“不要忘了

中国的过去”。

当卢浮宫改建方案被认
为 “过于现代” 而引发争议
时， 贝聿铭强调自己来自有
着古老文明的中国， 不会小
看历史文化传统

【 光 】
光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 我很喜欢早期的立体派雕塑。
没有了光 ，就无法欣赏它们 ，建筑也一

样。 对我来说，光对建筑实在是太重要

了。 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

气，空间便显得无力。 光是我在设计建

筑时最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 几何 】
我酷爱几何 ， 有人说我执迷于几

何，可能是，但那却是我的信仰。 建筑在

我看来是最固化的几何体，我对于几何

的钟爱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建

筑。 我没有最喜爱的几何形体，我喜欢

三角形，因为它的结构坚硬度。

【 音乐 】
建筑和音乐都是由思维而来，都需

要结构来构成形体。 这也是构思的具体

显现。 另外还有时间的因素，时间是空

间构成的顺序。 音乐和建筑同时涉及了

形体、结构、颜色和空间。 比如巴赫的音

乐，很简单，一个主题 ，反复重复 ，虽是

重复，但又不似重复。 通过简单的主题

创造复杂，这是一种挑战。 音乐如此，建
筑亦如此。

【 台球 】
台球是一种几何游戏， 我爱玩，也

玩得不错。 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

何的向量。 台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台

球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

备的要素。

【 风格 】
我认为设计特色本身也是一种约

束。 我并不羡慕那些有强烈个人风格的

建筑师，我感到没有固定风格给了我更

大的设计自由。 这也正是没有贝式流派

的原因。 对我来说，主要的区别在于一

心追求风格的设计手法和因时、 因地、
因事而设计的分析型手法之间，后者的

时、地、事三个重要因素都是可变因素。

【 老子 】
我读大学时，很难读懂老子。 虽然我

孩童时代便读了老子的书， 但读了就忘

了。自那时起，我读了不少老子的书。老子

的思想对我建筑思维的影响大于一切。

贝氏设计理念的关键词
听听贝聿铭怎么说

▲ 贝聿铭在中国苏州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落成于 2006 年

▲ 贝聿铭在日本滋贺县设计的美秀美术馆，落成于 1997 年

荨 为贝聿铭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把大量光线引入，让历

史与现代完美融合，也为这一片相连却无中心的建筑群提供了一个中心入口点。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贝聿铭在美国克利夫兰设计的摇滚音乐名人堂，落成于 1995 年

▲ 贝聿铭在卡塔尔多哈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落成于 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