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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文华街东路

业主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德国gmp建筑师事务所

设计师   麦哈德·冯-格康   克劳斯·棱茨

项目合伙人   尼古劳斯·格茨

项目经理   福尔克玛·西福斯

声学设计   米勒BBM有限公司 (Müller BBM GmbH)

舞台技术设计   孔克尔国际咨询有限公司(Kunkel Consulting International GmbH)

中方合作设计单位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照明设计   agLicht 照明设计公司(agLicht Gesellschaft beratender Ingenieure für Lichtplanung b.R.)

景观设计   布莱曼与布鲁恩景观设计事务所(Breimann & Bruun)

结构专业设计   施莱希·伯格曼及合伙人建筑工程师事务所(Schlaich Bergermann und Partner

                         Beratende Ingenieure im Bauwesen)

设备专业设计   IG Tech 建筑设备设计有限公司(IG Tech Innovative Geb udetechnik)

竣工时间   2009年6月

摄影   Hans Georg Esch (德国）

重庆大剧院
Chongqing Grand 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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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帆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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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戏剧，一台音乐剧或者歌剧是融人生现实与梦幻、想象、追求和愉悦于一体的最高艺术体现。

观看一场出色的艺术演出意味着庆贺人生，摆脱琐碎的日常生活。演出可以华美而又细腻，时而神圣

崇高，时而冷峻现实，时而又滑稽富有趣味，但是，她始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生活事件。

建筑形体赋予这个非寻常的幻觉世界一个建筑形式。一座由一排一排相互错开的宽大的玻璃空间板块

构成的、富有表现力的雕塑式建筑造就了一个船体的隐喻，从正面看或从侧面看时，这座剧院犹如漂浮在

光的海洋上。

由于它十分近水，大剧院似乎漂浮在长江的上空。超现实的光反射和折射映象创造了一个由现实和虚

幻构成的诗一般的作品，恰似艺术演出的梦幻世界。

大剧院壮丽而雄伟地位于长江上游的尖岬上，面对重庆城市中心半岛。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令人印

象深刻的城市轮廓视野，加之雕塑般的建筑设计，使大剧院成为一个标志性建筑，一个世界各地文化交流

的场所。

这座玻璃雕塑建筑位于一个石质基座上面。建筑平面和立面看上去有些随意轻松的海洋氛围，但是它

们满足严格的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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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剧院不是那种由常规的墙面和窗面构成其外立面的典型建筑。从室内透射出来的灯光，太阳、云彩

和水在多面玻璃上的折射，使大剧院在新颖而神秘的光的动感中不断变换身姿。

当日光和阳光射入建筑内部时，玻璃外壳是调节气候的表层，使室内和室外视线相互联系，达到内外

交流的效果。需要隐蔽的室内空间，例如舞台台塔，将由第二层实体外壳提供必要的遮蔽。

两个剧场即大剧场和中剧场的剧场前厅位于纵轴线，类似于船的“龙骨线”上，以此分别在“船头”

和“船尾”处构成入口区。

观看艺术演出的观众由道路层面进入入口大厅，那里设有衣帽间、卫生间、问讯处、售票处、宣传工

作办公间等设施。

检票后，观众踏上庄严宽阔的楼梯进入剧场大厅层面的前厅。观众在前厅中可以观赏位于长江和嘉陵

江对岸的重庆城区天际轮廓，以及科学中心和穿越江北城新区的美丽的林荫大道。

拥有两个楼座的剧场几何形体为传统的马蹄形式。在声学和视角方面，剧场的布局适于各种音乐和非

音乐演出，包括歌舞演出、话剧、交响乐、室内乐和大型歌剧演出。

由主舞台、辅助舞台、侧台和子舞台构成的主体区域构成大剧院观众与艺术家内部工作之间的界面。

侧台和后舞台上面楼层设有排练厅设施。这些用房在公开演出时可通过电梯和楼梯由大剧场的前厅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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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舞台和服务设施可以由“大剧场”和“中剧场”共享。而两个剧场在空间布局上是功能彼此独立的

区域。

大剧场的基座层设有大面积的餐饮设施。同时可利用面向城市林荫道的大型平台作为室外餐饮区。旅

游者可以在这里逗留、休息并欣赏重庆城市的美景。

由于餐饮设施既可由大剧院的门厅、也可由室外进入并使用，因此餐饮设施可独立于剧场而单独运

营。餐饮区对面设有一个附设前厅的多功能厅。多功能厅也拥有观赏嘉陵江对岸的全景视野。多功能厅经

露天阶梯与大剧院广场连接，因而可独立使用，不受各类演出活动的影响。

基座层的的南侧设有两层地下停车库。

大剧场的送货交通自北面进行。舞台设备区，餐饮区和大型客车停车场交通实行分流，各有自己的车

辆出入口，以避免互相干扰。

机电设备和舞台仓库库房以及厨房备餐冷藏设施和垃圾存放设施也设在基座层。

大剧场的上部楼层根据功能要求作了相应的布局。剧院工作人员和艺术家从广场层面的两个专用入口

乘电梯和楼梯进入办公间和更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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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区、道具库房和舞台制作间位于大剧院8.00米层，即舞台层面。其上方的16米层设有其它制作间

和道具用房。行政管理用房和小型工作间位于22米层。26米层是大剧院的顶层，许多练习室和排练厅均设

在这里。该区域是开放区域，人们可以从大剧场的前厅到达这里。

重庆大剧院可通过三条道路（北面、西北面和南面三条道路）直接到达。因此，可实现各种交通工

具，如公共汽车、出租车、小汽车、货车的分流，并形成一个总的交通体系。大剧院建筑物的每一侧都设

有单独的下客区和出入口，以保证交通的畅通无阻。

观众可从四面八方以各种方式接近大剧院。靠水一侧林荫大道的延伸处设有渡轮码头作为交通工具。

大剧院南侧设有两条通往地下停车库的出入道路。入口区设有电梯和楼梯直接通往上面的大剧场前厅。重

庆大剧院周围广场主要供行人使用。只有南段可作为出租车和贵宾下客区使用。因此，重庆大剧院没有背

面。建筑物的四周和所有立面都向观众开放，使其可进入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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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指标：

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

建筑长度     240米［地上］

建筑宽度     103米［地上］

两个台塔高度     64米 / 52米

大剧场净高     22米

中剧场净高     13米

最大容纳观众人数：

大剧场     1744人（可额外增加88人）

中剧场     873人（可额外增加65人）

功能布局：

地下层     宴会厅，餐饮设施，厨房，机房，舞台设备机房，库房，地下停

车库，送货区

首层     入口区，票房，存衣处，展示厅，商店，舞台入口

二层     大剧场池座，中剧场池座，剧场前厅，贵宾休息室，控制间，大剧

场舞台，中剧场舞台，舞台监督，艺术家化妆间

三层    大剧场二层楼座，中剧场二层楼座，剧场前厅，贵宾休息室，库房

四层     大剧场三层楼座，剧场前厅，行政管理办公间，制作间，库房

五层     大排练厅，前厅，小排练厅，钢琴室，音像制作室，库房

六层     建筑设备机房，舞台设备机房

设计组：

初步设计小组成员     

海科·提斯，莫妮卡凡·弗特，罗伯特·弗里德里希斯，马提亚

斯·伊斯梅尔，托比亚斯·约尔契克，多米尼克·雷，克里斯提

安·达勒，尤莉亚·格龙巴赫

施工图设计小组成员     

凯斯汀·施泰因法特，尼尔斯·德特雷夫斯，克努特·马斯，朱欢，

杨·施托尔特，李铮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