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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透明与不透明

之间
Houston Art Museum Extension: In Between with Transparency and 
Opacity

张路峰    ZHANG Lufeng

设计：斯蒂文·霍尔

地点：美国休斯敦市

时间：  2020 年

规模：  15236m2

这个案例的设计思路简明清晰，一看就懂，

简直是教科书级的设计范例。场地位于两条城市

道路的交口处，与密斯·凡·德·罗和拉斐尔·莫

内欧的作品隔路相望。如何处理与不同时代的大

师作品的关系？如何跻身于他们之间不喧宾夺主

同时又能不失个性？

建筑用地略呈梯形。霍尔采用了非常直接的

策略：建筑体量沿红线满铺场地，仅在路口转角

处退让了一个矩形的入口小广场，让人流汇聚于

此，由此处可同时看见两件大师作品，从而在空

间上与二者产生对话。除了入口广场，沿着建筑

的三个长边，每一边各切入了两个小庭院，将连

续的墙面打断（图 1）。此举一方面柔化了室内外

的关系，使二者不再是“一刀切”地对立；另一

方面也减小了连续墙面的长度，调节了整栋建筑

的尺度感，起到了“化整为零”的作用，同时，

在观展的过程中，小庭院的出现有助于丰富视觉

体验，消除连续观展的沉闷感和疲劳感（图 2）。

平面布局简洁明确，展厅围绕中庭沿周边布

置。如此做法看似普通，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建筑

师在不规则地块内进行空间组合的基本功：展厅

空间形状规则方整，观展流线连续，场地的不规

则形状被消解在中庭部分（图 3）。

建筑外墙采用垂直排列的乳白色曲面玻璃饰

面，看上去呈半透明效果，与对面密斯建筑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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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与周边环境关系

艺术学院

野口勇雕塑园

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

密斯·凡·德·罗

作品

拉菲尔·莫内欧作品

图 2：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展厅流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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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富有想象力

的浪漫附会，只为引导公众与此建筑形式产生共

鸣。其实，同样的形态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会有不

同的解读：在欧洲，夏隆设计的柏林爱乐音乐厅

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设计的汉堡易北河音乐厅，

其屋顶曲线被解读为指挥家手势的轨迹；在中

国，同样凹曲的屋顶轮廓，却常被解读为连绵起

伏的山形，被会意成古代山水画境。

从设计角度看，休斯敦艺术博物馆屋顶断裂

凹曲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大进深建筑室内采

光问题：光线从翘起的屋面板缝隙中进入室内，

经过曲面的渐变漫射，展厅获得了柔和、神秘的

自然光线（图 5、图 6）。建筑外部独特而生动的

轮廓特征，只是设计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的必然结

果，并非刻意追求的某种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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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凹曲屋面与“云团”意象

图 5：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剖面图

图 3：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展厅空间与交通空间

图 6：休斯敦艺术博物馆新馆屋顶平面图

明、莫奈欧建筑的不透明形成有趣的序列，既有

区别，又可视为一种隔空对话。这种“双层皮肤”

策略给建筑立面设计带来了自由：开窗位置、大

小不必太讲究构图；各种不需要表现的设备和管

线都在夹层内解决了，使得外观看上去非常纯净、

统一。

该建筑最突出的特征莫过于其屋顶的曲线

轮廓。设计者声称此灵感来自对空中云团的呼 

应─屋顶仿佛受到云团的压迫而下凹并翘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