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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尺度适宜的城市花园（图 1、图 2）。从总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建筑师对原有城市肌理理解之深

刻，以及对扩建总体策略思路之明确。

再看平面。新馆平面是个简单的正方形，中

间被一带状中庭贯通，所有功能沿此中庭展开。

该中庭一端对着老馆，另一端通向花园。看似简

单的平面关系，其实暗藏玄机：首先，中庭的设

置解决了场地两端的高差问题—中庭两端入口

分别设置在不同标高之上，室内以夹层和大台阶

衔接过渡，显得非常自然；其次，中庭并非出现

在新馆平面的对称轴上，而是略有偏移—这一

小小偏移弱化了老馆入口轴线、新馆以及城市花

园远端历史建筑轴线的错位问题（图 3）；新馆主

入口也并未直接开在中庭端部的玻璃墙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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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总图。老馆本身历史上已历经两次扩建，

是个逐渐生长而成的组合体量，总体不对称，但

主入口轴线还是很明显的。由于用地局限，新馆

无法继续在老馆上做加法，只能“跳”到老馆东

北侧街道对面形成独立体量，以地下通道与老馆

相连。如此一来，新馆、老馆以及东南侧的一座

剧院共同界定出了一个形状明确的城市广场，为

该地区有些散乱的城市结构提供了一个可靠的锚

固点。同时，新馆背向老馆的一侧，也形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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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苏黎世美术馆组群与周边环境图 1：苏黎世美术馆新馆（红色部分）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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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夹层主要布置与城市公共生活相关的社

会服务功能；二、三层为展厅空间，被

分隔成大小不同、形状完整、彼此串联的

一系列展厅空间。其中，二层部分侧窗

采光，三层部分天窗采光。值得注意的

是，建筑师把天窗所需高度视为独立的一

层—屋顶层。屋顶层的设置容纳了通常

会凸出于屋面的天窗和设备，使整个建筑

形体保持完整和简洁（图 5）。

最后看立面。立面构图是平面逻辑与

剖面秩序的直接呈现。实墙上开口位置比

较随机，但总体呈现为上实下虚。通过立

面上的水平分隔线，可以清晰地读出楼层

的信息。然而，这种被动的清晰性被一种

统一的设计元素所模糊—纤细的竖向

石质构件，如面纱般覆盖了所有立面。立

面上虚实对立的二元关系，被这第三种设

计元素所统一。本来沉闷的石材建筑由于

有了条纹的视觉效应，看上去显得格外精

致、优雅，甚至有些轻盈感（图 6）。新馆

所选用的石材与老馆完全相同，这进一步

在视觉上与周围环境产生了对话。

图 5：苏黎世美术馆新馆典型剖面图（红色部分为地下通道）

图 6：苏黎世美术馆新馆主立面图。a. 覆盖竖向条纹前；b. 覆盖竖向条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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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其旁边。观众要先进入一个低矮的小

方厅，转折 90°再进入通高的大厅—

这个处理对空间尺度和心理感受上的过渡

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图 4）；最后，中庭

作为垂直要素贯穿各层，在解决了竖向交

通问题的同时，也把自然光线引入了建筑

内部。

接着看剖面。各层空间功能自下而上

分工明确：地下层布置内部管理用房和辅

助功能，同时以地下通道连接老馆；首层

图 3：苏黎世美术馆场地总平面图 图 4：苏黎世美术馆新馆首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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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此案，不但可以读出建筑本身的

秩序井然之美，还能读出建筑师举重若轻

的专业功底，面对历史环境时的良好品

位，以及解决具体设计问题时的自信和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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