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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之前世今生
——访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金志舜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采访人物  金志舜  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舞台设备部部长

AT：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计划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有着怎样的想法，到 90 年代决定建设，其中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金志舜：国家大剧院的提出最早是在 1958 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建设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国

家博物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但还有部分建筑没有建成，其中之一就有国家大剧院。

当初国家大剧院选址就在现在的位置，而且确定了清华大学的建筑设计方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文

化部组织专门小组就建筑设计方案向全国十几个省市、100 多位专家征求了意见，做出了设计方案调整。

但后来因国家经历了困难时期，建设工程一直迟迟没能实施。1975 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病床前托付万里副总

理一定要建设好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大剧院。直到 1986 年文化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文化工作，提出了国家

大剧院的建设要求，于当年国家计委同意文化部进行国家大剧院的前期工作。1986~1989 年，由文化部艺

术司、计划财务司负责国家大剧院的建设事宜，提出了国家大剧院建设的初步设想，并组织了两个剧院考

察团，一个为东线，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另一个为西线，即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各国。

1989 年底为推进国家大剧院的前期工作，文化部成立国家大剧院筹备办公室，李德田任主任，这时北京图

书馆新馆工程（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已建设完成，我也由北京图书馆调来任办公室副主任。从 1990~1992

年我们就国家大剧院建设前期工作展开了全方位的细致调研，查阅和翻译了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走访了

文化部所属各中央艺术团体，文化部领导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讨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并提出

了建设一座包括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以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国家剧院；在清华大学、建设部建

筑设计院（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总装备部设计研究总院、中国有色金属研

究总院等设计单位的协作下，撰写了《国家大剧院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送国家计划与改革

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AT：剧场本属于舶来品，西方（欧洲）是产生剧场文化及其建筑的发源地，了解并学习其传统剧场应该

是必需的功课。请您谈谈，都进行了哪些前期的研究工作？

金志舜：首先，我们对 1988 年出国考察人员带回的资料和考察报告进行了仔细翻译、阅读、分析，进而

研究国外剧场的发展和功能要求。西方国家的剧场自产生之日起，就明确了专业剧场的独立性，歌剧院、音乐厅、

金志舜

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舞台设备部部长（副局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学术委员会专家（社会事业行业专家组），财政部、文化部、中国国际

招标网专家库专家，全国剧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JGJ38-99）主

要修订人之一。参与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工程建设，任副主任，主管规划设计工

作。参与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主要负责剧场建筑工艺和剧场专用设备。评估和审查了近百个国家

大中型建设项目，为国内图书馆、剧院、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等数十个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担当技

术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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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场单独建造，后来戏剧（话剧）发展并产生了自己的小剧场。从 20 世纪 60 年代，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和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即美国国家剧院）将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集中建造，开创了表演艺术中心式的综

合模式。之后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日本新国立剧院都采用了这种模式。通过考察后，我们认为这种集中

式表演艺术中心的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我国众多表演艺术团体演出的需求，同时有利于开展国际表演艺术的

文化交流。

但确定国家大剧院的功能定位和剧场建筑工艺不仅要研究国外剧场，也要研究国内剧场，我们对我国剧

场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梳理：解放初期建造的中国芭蕾舞剧团老天桥剧场主要演出芭蕾舞剧，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首都剧院主要演出话剧，中国京剧院人民剧院主要演出京剧；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演出场所多以文化宫、

影剧院居多，戏剧与电影兼用。自七十年代后我国建设了杭州剧院、中国剧院、深圳剧院、中日青年交流文

化中心世纪剧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现为保利剧院），这些剧场的建设和使用都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提供

了有益的经验和参考，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位更加明确、具有现代剧场标准和先进技术装备的国家剧院。

AT：经过研究，我们最终确定了国家大剧院怎样的定位？

金志舜：首先国家大剧院是国家最高的表演艺术中心，一定要表现高雅艺术。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要

采用表演艺术中心的形式，容纳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第二个定位是，要满足文化部所属院团

的演出和国内各省市地区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更重要的是承担国际文化交流，邀请国外著名的艺术团体来中

国演出。

这样明确的定位使得我们可以从剧场的功能非常直接地引导建筑设计，即明确观众厅的规模、舞台的尺

寸（台口、深度、高度等）、舞台设备配置、排练厅、化妆室，以及观众席视线、观众厅声学等一系列基本指标。

可以看到现在的国家大剧院呈现给大家的都是为满足中、外各种演出如歌剧、芭蕾、交响音乐会和民族音乐会、

戏曲、话剧等而设计的。这些演出功能、配套需求、技术参数指标都是在二十年前拟定的。

AT：在确定了国家大剧院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指标之后，又进行了哪些细致的规定，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建

筑设计？请您谈谈。

金志舜：由于诸多因素，国家大剧院工程建设于 1998 年正式启动，成立了由北京市、文化部、建设部

组成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为了提出更细致、准确的设计指导，业主委员会先后又走访了中央歌剧院、

中央芭蕾舞剧团、中央交响乐团（现为国家交响乐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话剧院（现为国家话

剧院）、中国京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京剧团等演出院团和艺术教

育院校，与导演、编剧、指挥、主要演员、舞美设计等多次研讨，听取他们对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要求和想法，

摄影：吴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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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汇总、综合后写进设计任务书中。

举一个台口的例子，当时著名作曲家、中央歌剧院王世光院长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电影的出现对

戏剧是一个冲击，而电视的问世则对戏剧产生了更大的冲击，那么现在表演的歌剧不能是小型歌剧，必须有

宏大的阵容才具有震撼力、感染力，国家大剧院的歌剧院是一定要能演出“阿依达”这种壮观场面的，而像

这样好的歌剧连演员带乐团通常要达到 300 人规模，因此我们要考虑适合这样表演的台口尺寸和与之配套的

化妆室，而不应该一味地照搬某个剧场的已有数据。

另外关于芭蕾舞演出中的舞台板，它就像体操运动员的跳马起跳板一样重要，为此我们进行了高标准的

设计，最终采用了可斜可平的整体式芭蕾舞台板，既满足国外演员已适应的倾斜台的表演（方便欣赏芭蕾舞

演员脚部的表演），也符合国内演员在平面台的表演习惯。

中国京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长瑜院长曾说，他到国外表演过一个神话的京剧，而在全中国却找不到一

家可表演的剧场。他说我们现在的剧场还不如清朝时期颐和园和故宫的皇家三层古戏台，还可以上天入地，

因此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需要设置可上可下的空间，这样才能挖掘我国戏曲中许多具有神话色彩的传统戏曲，

使表演更加出神入化。可见，剧场空间与其可承载的戏剧内容是相辅相成的。

在辅助房间的配置上，我们明确规定了所有房间的数量、每个房间的面积与内部配置。例如，歌剧院中，

我们配备了两个指挥休息套间，为主要演员配置 6 个化妆套间，还有单人间、双人间、中化妆间、大化妆间；

戏剧场按照京剧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配置了 5 个单人化妆套间和大、中化妆室；音乐厅设有两个指

挥休息套间，为主要演奏员或独唱演员配置两个化妆套间、4 个双人化妆间，以及一般演奏员的大、中休息间。

在排练厅设置中，不仅确定了每个排练厅的位置和面积，而且明确了不同排练厅的特殊要求：舞蹈排练厅配

置了与专用芭蕾舞台板同样质量和构造的木地板，以使得芭蕾舞演员获得与舞台表演同样的脚感。音乐排练

厅对声响效果要求较高，指挥家不仅需要长混响以获得与音乐厅同样的声响效果，还需要短混响来及时发现

演奏中的不和谐音，为此特别设置了可调混响装置。另外如排练厅需要配置一定数量的更衣间和洗浴室。这

些都是我们在不断调研中逐一确定下来的，最终成为设计的良好指导，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国家大剧院。

AT：在这一过程中，您是否遇到一些比较困扰的问题，由此对建筑设计产生直接影响？

金志舜：在国家大剧院前期工作中有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建设规模问题。国外剧场除一些商业

性的剧场外，多数都是院团合一的，那么综合型的国家剧院应该是怎样的呢？为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也

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如果驻团，就需要设置庞大的办公用房及其他附属设施，来服务于附属的演出团体；如

果不驻团，就可以省去这些部分，有效控制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规模。由于涉及文化体制改革，在国家大剧院

前期工作期间不宜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先以不驻团考虑，但用于演出团体排练节目和剧目创

作的排练厅、化妆室、演员用房、布景用房等都需要设置。从现在的使用来看，5 个排练厅都在使用，利用率

非常高。

AT：从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大剧院背后的一系列故事，虽然曲折但也水到渠成。今天当我们再看国

家大剧院，您认为现在的建筑形态、空间是否合适？目前各剧场的使用状况如何？

金志舜：现在看国家大剧院，我认为它仍然是最合理的，不论从建筑用钢量、能源使用方面都是非常经

济的。即使对于将 3 个厅堂集中在一个公共空间下的方式，只要对空间进行良好的利用也是合理的。现在国

家大剧院在公共空间中设置观众休息大厅，在观众厅顶部设置花瓣厅、展览厅、音像资料厅、新闻发布厅等，

举办演出信息发布、展览、大师讲座和小型音乐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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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个剧场的使用状况都非常好，其中戏剧场演出利用率最高，因为话剧、京剧、地方戏曲演出周转

时间短，布景搭台更灵活。音乐厅的演出也比较多，而歌剧院由于歌剧演出舞台、演员等阵容庞大，每一场

戏的装台、对光、走台、彩排用时较长，决定了其自身使用上的特点。总体来说，各个剧场的使用都达到或

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AT：国家大剧院之后，您也参与了很多剧场的评审和顾问工作，请问您对当前我国的剧场建设有哪些建议？

金志舜：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建设高标准的剧场，作为文化设施的标志性建筑，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是必要的。但我始终觉得，建剧场首先要明确用来做什么。剧场的功能一是要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二

是要扶持当地的艺术演出团体。目前有些新建剧场并不适合地方戏剧的表演，大剧场舞台和台口过大，多功

能小剧场无法更换布景，几乎没有适合演出地方戏曲和话剧的专业性剧场，种种原因使得剧场的建设并未对

地方表演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国外剧场为院团合一，每年在上演经典剧目的同时还不断推出新

的剧目。所以，现代的剧场建设应该适合当地的文化艺术演出，同时应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艺术创作为目标，

鼓励文化艺术团体创作更多的新剧目以及更多适合不同舞台形式的舞美设计，并进行文化艺术的公益性事业。

AT：可以看出，我们的剧场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那么，要形成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剧场文化，最需要

的是什么？

金志舜：这让我想起，保罗·安德鲁在提出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时所讲的“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

剧院不仅是看戏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是一个文化阵地，这正如欧洲的传统剧场一样。如果说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可以传播文化，那么剧场展示给大众的是一种活的文化与艺术，这是前者所无法比

拟的。电影或电视可以重复播放，而剧场的表演则不同，每一场演出都是艺术家们在舞台上的艺术再创作，

这就需要观众以一种欣赏和尊重艺术的态度去观看。欧洲在几百年的剧场演出中已经培养了观众的良好素养，

而我们才刚刚开始，需要慢慢培养观众从大声喧哗、任意拍照、随意走动到遵守规矩、懂得聆听、品味艺术，

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还需要转变一个认识，即把所有为艺术演出的剧场都作为盈利场所，世界各国演出高雅艺术的剧场

都是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我国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现已全部免费开放，但对于剧场却要求自负盈亏。

事实上，除商业剧场之外，剧场作为一种传播公共文化的场所，应该与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放在同等的

位置上，我们不应将文化艺术与娱乐混为一谈，而应当接纳剧场作为公共文化与艺术传播的公益性场所，使

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起戏，高高兴兴进剧场、欢欢喜喜出剧院。

摄影：吴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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