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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工艺与建筑艺术的交集
——上海－通用汽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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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汽车是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是一个大众话题，关乎时尚。建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产品，

只是不是批量生产，它同时也是社会话题。那么将汽车与建筑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如何用建筑的

语言去表达汽车？

戎武杰：我们当时参加了一个竞赛，题目就是把建筑设计和汽车文化联系在一起。表达汽车文化有很多种方式，

但有几个前提：第一，要符合实用功能的要求，不能破坏或扭曲功能，这是基本条件。第二，该建筑是临时性建筑，

要让它在世博期间精彩地完成历史使命。第三，外形是关键问题。

汽车是工业设计，建筑也是设计，我们在了解汽车构造的基础上用建筑的语言去表达。首先，我们想到汽车是

一个工业产品，工序复杂。馆内可以通过影像、实物或者图片去表达汽车文化，但外形则需要强烈的视觉设计，比

如可以联想到汽车是运动的，有动感、有转动。当时参与竞标的各个设计单位的理解都不一样，有的将其理解成体

育场馆之类，有的将其表达成轮胎。我们认为汽车是通过很多组件、轴承和无数个零件组成的，零件最能够表达工

业制成品的特点，所以我们就想把它做成“零件”，并且这个“零件”需要非常简洁，越简洁才越能表达工业加工

制作的特点。

采访者：建筑的形象越简单有力给人印象越深刻，也更有助于表达汽车文化。

戎武杰：是的，因为建筑制造和工业制造是不同的，工业制造的特点就是精致，而在建筑设计里采用简洁、纯粹

的表现手法有利于表达工业设计精致的理念。因此，我们没有去做具象的汽车模型或是汽车的某一部件，而是从汽车

更精细的元素——“零件”入手。

汽车馆要传递的文化和其他馆不同，科学技术决定了工业制造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制造了汽车这个产品，如果

建筑过于复杂，就不容易表达这个概念。反之，零件很简单，用来表达建筑也较易实现，并能够体现汽车工业在目前

科学技术水平下的加工特点——精确精准。怎样用零件表达？这必然要联系到汽车本身的功效性，它是运动的、旋转

的，可以是圆形的。这就是我们形成设计理念的过程。

“炫动力量”（摄影：邵峰）

大跨度桁架结构（摄影：邵峰） 展演厅内景（摄影：催新华、寇善勤）

展演厅内景（摄影：催新华、寇善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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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汽车馆不规则的形体曲线确实给人一种炫动的感觉，特别是外表皮非常细腻，是用钛金板

做的吗？与汽车的材料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戎武杰：不是，钛金板造价太高。表面的质感重在表达汽车工业制造和材料的特点，让人很容易想到

金属。我们最早选用的是不锈钢，但也因为造价的原因没有采用，最后用了铝板。铝是汽车工业用得最多的

材料，外部刷漆。对于漆我们希望不赋予它任何一个复杂的元素，把它还原成金属的本色——银灰色，我个

人认为这样做恰到好处，如果用彩色装饰，反而会喧宾夺主，不利于表现形状和材质。

此外，从展览建筑的角度，还需要制造一些气氛传递汽车文化。我们希望参观者不只在进入场馆后才

能了解文化，而是能进行场内和场外的信息交流，因此在结构上做了一些处理，这是传递场馆内外信息的关

键。简单地说就是LED屏，屏幕的形状模仿了车灯的弹性曲线。这种曲线在建筑语言里很时尚，但对汽车产

品来讲已经很广泛，比如雾灯的形状。这个形式语言跟汽车有很贴切的关联性，是非常关键的造型，还是比

较成功的，这样就在建筑设计和工业产品设计手法中找到了一个交集，容易被人接受。此外还有很多诸如此

类的细节，包括边缘很多断面都用了锐角。

我们希望用细节去体现工业产品的加工能力，它不仅可以是方的，还可以做出很多曲线、折线、异形

的东西，这已经突破了用传统的建筑手段去塑形的限制，但由于造价、难度、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点到为

止，但其实这里已经包含了我们很多这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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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部（摄影：邵峰）主展区展演大厅（摄影：寇善勤）

采访者：汽车馆的幕墙也是一种异形曲线，是否也用到了汽车制造中的某些加工工艺，例如数控机

床切割技术？

戎武杰：那是模拟的，不可能是真实的数控机床，但幕墙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汽车馆立面的幕墙做法

非常难，建筑是一个上大下小的单曲面锥体，而且表面的切分线条是斜线，这就导致了每一块板材都不一

样。外表由4 000多块铝板包裹而成，每块铝板只有5mm的厚度，四周并不折边，完全靠板对板拼接而成，

施工难度很大，需要精确的空间定位技术才能够把它们严丝合缝地确定在环状螺旋面上。

这样的效果首先来自于空间建模技术，通过相关的BIM软件得以实现；在施工过程中，主体的钢结构

做完之后就有些误差，只好在钢结构之外增加了一层龙骨进行校正，再把幕墙做在龙骨上，所以龙骨是不

能有误差的。怎么能知道有没有误差呢？我们在现场使用了激光空间扫描定位技术，全部定位后发现最大

的钢结构误差有20多公分。这种测量技术非常先进，所以才能保证达到高精准度，这也是汽车工业制造的

条件和手段。

采访者：汽车馆在室内空间的设计上是如何体现汽车文化的？

戎武杰：汽车馆室内将向公众展示到2030年的时候，更环保、节能、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汽车科技，以

及由此构建的未来交通系统与和谐的城市生活环境。室内主展区设置了一个大型全钢结构的环形主展演厅，

主展演厅的跨度55m，层高达13.5m，884座观众席围绕着中心舞台布置；长条型的中心舞台在演出时可供

多辆实车做行进表演；更为奇妙的是环形主展演厅还设计了4个升降式的弧形荧幕，弧形荧幕短短数秒就能

升起，随即把环形主展演厅分隔成4个小型观众厅，每一位观众的座椅都是当今世界上少见的独立式动感座

椅，座椅可以配合播放的影片情节做全方向的安全摆动。可以设想一下，当观众在观看世界顶级电脑动画公

司制作的超动感电影时，将带给他们难忘的、真实的动感体验和触手可及的未来生活感受。

采访者：如此精密的设计充满了汽车制造工艺的味道，那么设计中是否考虑了世博会结束后的拆除

和回收利用？

戎武杰：我们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了将来可能拆除甚至异地重建的可能。世博会结束后，汽车馆的

所有钢梁、LED屏幕将实现百分百回收利用。在汽车馆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没有选择全面焊接的方式，而是采

用“螺栓+点焊”的技术，确保建筑材料的完整拆分和利用。

戎武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