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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群落内沿着街巷设置有东西两条水

圳，汇聚于主入口大庭院内的水面。建筑南

侧设内向型的前广场——“明堂”，符合徽派

民居的典型布局特征，同时也符合中国传统

的“聚拢风水之气”的理念。

主入口正对方位设置一组被抽象化的“假

山”，围绕“明堂”、大门，水面有对市民开放的、立

体的“观赏流线”，将游客引至建筑东南角的“观

景台”，俯瞰建筑的屋面、庭院和秀美的远山。

规律性组合布置的三角屋架单元，其坡

度源自当地建筑，并适应连续起伏的屋面形

态；在适当采用当地传统建筑技术的同时，

灵活地使用砖、瓦等当地常见的建筑材料，并

尝试使之呈现出当代感。

在绩溪博物馆这个完全当代的城市博物

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庭院、街巷、天井、游

廊、假山、水岸，体验与以前的生活传统的紧

密通联，仍然可以看到灰瓦、粉墙、青石、圆

门、瓦窗、虎头滴水，但它们都已被用现代的

方式重新演绎和转化，使得绩溪博物馆成为

一个可以适应国际语境和当代生活的现代建

筑，同时又将传统和文化悄然留存传播。

博物馆以绩溪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基本内

容，以秀美的自然山水为基本背景，功能完

备、设施齐全、布局有序，富有鲜明的绩溪地

方特色，并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珍品收藏、

文物研究和交流为一体，让参观者全面了解、

生动体验绩溪历史文化。 ■ 据《安徽画报》

绩溪博物馆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一边是鸟巢的中方

总设计师，一边是安徽省

最大的县级地方历史文

化综合博物馆。当绩溪博

物馆联手李兴钢，进行重

新规划后，一座兼具极简

风、尊重徽州古文化的中

小型地方历史文化综合博

物馆，展现在我们眼前。

■ 孙婷/文 高斌/图

李兴钢，中国建筑设计研究

院副总建筑师，曾荣获英国世界

建筑提名奖、亚洲建筑推动奖、

中国建筑艺术奖等 20 多项国

际国内奖。

绩溪博物馆位于绩溪旧城北

部，紧邻绩溪中学和文庙，基址曾

为县衙，后建为县政府大院，因古

城整体纳入保护修整规划，改变

原有功能，改建为博物馆。

绩溪是一座千年古县，如何

将绩溪的自然山水之美和历史

文化沉淀展现在10000 平方米

的综合性博物馆之内？李兴钢

团队基于对绩溪的地形环境、名

称由来的考察和对徽派建筑与

聚落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与周边

山形水系相融合之理念。

整个建筑覆盖在一个连续的屋面之下，起

伏的屋面轮廓和肌理，仿佛绩溪周边山形水

系，是对“北有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

而复合，有如绩焉”的“绩溪之形”的充分演绎

和展现。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典雅

大方的灰瓦白墙，错落有致的庭院天井，晶莹透

彻的玻璃幕墙，将悠远深厚的徽州文化与现代

建筑完美结合。同时，建筑本身与整个城区形

态更加自然地融为一体。

为尽可能保留用地内的现状树木（特别是

用地西北部一株 700 年树龄的古槐），建筑的整

体布局中设置了多个庭院、天井和街巷，既营造

出舒适宜人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也是徽派建筑

空间布局的重释。

屋顶和庭院是两大主导要素，第一内进院

的角度非常经典，寓意徽州地区的粉墙黛瓦马

头墙，同样的灰白色调和简约线条不得不让人

想起苏州博物馆。馆藏方面，通过山水、人文、

商道、风土、徽韵、徽味等分类展示了绩溪的文

化渊源和社会进步。

博物馆局部设计

俯瞰绩溪博物馆

﹃
绩
溪
之
形
﹄
的
充
分
演
绎

A

传
统
与
当
代
语
境
的
碰
撞

B
徽州文化与现代建筑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