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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于海为  郭宇力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一座广电建筑落成背后的“道”与“器”
——以福建广播电视中心项目为例谈新广电建筑设计

‘Tao’ and ‘Qi’ 

2011年初，从方案投标到施工建设历经12年的福建广播电视中心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远望闽江堤畔的这

座新建筑，浮于缓缓东行的江水之上，倍感静谧。翻过方案构思修改的踌躇和工地的喧嚣，面对回归的宁静，

或许是对项目设计做一次梳理的最好时机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中 “道器”之说所蕴含的哲理难以言之穷尽。在此仅

浅借 “道”、“器”的称谓和意义：“道”之谓上层抽象的条件和需求；“器”则为针对性的策略和落实的

手段。依托这一构架，从两个层面对福建广电中心项目设计过程中的思考进行整理，总结些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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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建筑设计之“道”

广电产业之“道”——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广电建筑的建设高潮。

新广电建筑之“道”——新广电建筑被赋予了高效、开放、个性、生态的

                                        特征，并仍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

城市之“道”——契合城市气候地理条件和地域文化特征。

场地之“道”——位置、形态、面积、交通、景观，均为思考之源。

功能需求之“道”——从功能工艺、交通流线、形象空间体现行业需求。

广电建筑设计应对之“器”

总体布局之“器”——权衡城市界面，功能需求和气候、场地特征进行布局。

功能设置之“器”——将复杂功能分区分层整合，预留调整的可能

交通流线之“器”——分析场地及使用特点设置流线，内外有别，人车分流。

形象空间之“器”——抽取地域和城市文脉的意象，塑造契合功能的空间。

室内设计之“器”——结合当地传统，展现行业个性和企业文化。

绿化生态之“器”——依托城市条件，巧借地形特点，重视细部构造。

1  背景之“道”

1.1 广电发展之“道”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国广电事业历经有线电视和数字化两次重大变革和高速发展，原先的广电

建筑已难满足媒体更新的需求，我国各大中城市先后兴起了广电建筑改造及新建的高潮。1999年，福建广播

电视中心项目正式启动，进入招标设计及建设阶段。

1.2 新广电建筑之“道”

各种新媒体形式的诞生和推广使媒体在居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多元化，地位不断提高，也使广电建筑在

城市中的重要性迅速提升，并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以福建广电中心为例，作为福建省跨世纪的广播电视节目

制作和播出基地，将采用尖端的工艺技术，大大提高当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制作能力，同时作为文化建筑的

新标杆被寄予厚望。多元高效、开放亲民、富有个性、绿色生态，这些21世纪现代化城市所具有的特征也将

被赋予这座新的媒体建筑。

1.3 新建筑设计之“道”

建筑的变革在设计投标阶段就体现出来。福建广电项目是我国第一个同时面向国内和境外进行公开招标

的广电类工程。最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国内外8家设计机构的两轮竞标中胜出，并完成了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

由于本项目的建设正值广电行业迅猛发展之时，设计历经了多轮的反复调整。项目中标后，由于广电工

艺的革新，先后经过了两次大的方案修改（历时一年半），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室内设计及现场施工阶

段又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这也是当下众多广电项目所面临与即将面对的共同现象。

2  条件需求之“道”

2.1 城市之“道”——契合地域特征和城市个性

（1）气候：福州市属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短夏长，温暖湿润，对遮阳通风的要求较高。这些条件是

建筑布局和形态构思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2）城市气质：与许多北方内陆城市的规整厚重不同，依山傍水的福州城及其传统建筑往往造型舒展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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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色彩淡雅飘逸，拥有独特气质。

2.2 场地之“道”

项目基地位于市区西南，在西环南路和江滨大道交口的西北

角，交通便利。场地呈五边型，内部和四周均有良好的绿化，隔江

滨公园可远眺闽江，环境优越。基地面积约为78 193m2，场地西

北低，东南高，有4~5m的高差。这既是一个设计难点，同时又是

创造特殊空间流线的契机。

2.3 功能需求之“道”

（1）多元综合的功能：新广电建筑的功能要求随着媒体的发

展日趋复杂。以福建广电为例，电视中心和广播中心要求独立的制

作、播出节目和独立办公，同时共享停车库及部分后勤技术和物业

管理用房。

（2）兼顾开放与私密的流线：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是媒体行

业势在必行的发展趋势，这要求广电建筑从相对封闭的形式转向更

开放、更亲民的姿态。但由于高精密工艺的要求，在流线设计上必

须保持核心制作区的安全私密性。

（3）个性的形象：广电建筑在城市中的唯一性和作为展示窗

口的地位，使其对于展现地域个性，改变中国当下“千城一面”的

局面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3  设计中的应对之“器”

对于“道”之所言的种种条件和需求，建筑师从多个角度入

手，层层寻找应对之“器”。

3.1 总体布局之“器”

（1）应对用地：滨江一线是本项目用地最重要的城市界面，

因此将主体建筑沿江滨大道布置。由于江滨大道与西环南路交口是

最重要的视点，所以将最高的电视台主楼设于此，将广播电台主楼

设于其西侧，在滨江一线形成标志性形象。电视台的各个演播室沿

西环南路逐个自然展开，并和电视台主楼相连，与城市公共空间形

成呼应，同时为二期扩建提供了充足的预留场地。

（2）应对功能：根据电视和广播中心各自独立的需求，两座

主楼东西分开设置，各自有独立的入口和城市界面。裙房地上分

开，地下连通，可共用的设施居中设置，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3）应对气候、场地：当地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而临江

区域具有明显的水陆风特征。水陆风是低层空间的气流运动，因此

在其借用上，重点在裙房布置上进行应对，即在垂直江岸方向上开

洞口及窄缝，将气流引入建筑内部和庭院中。

3.2 功能设置之“器”

（1）应对高效多元化的功能：将复杂的功能整合为广播电台

办公主楼、电视台办公主楼、电视演播区、会议中心等几个主要区

域。各自区域有独立的出入口和竖向交通体系，各部门技术性用房

集中分区、分层设置，便于统一层高和集中配置工艺设备。

（2）应对变化和调整

前期方案基本确定后，随着设计不断深化，业主也不断提出

调整要求，如在电视会议中心三层增加了开放演播室，在演播区增

设了地下车库。在外观上，电视台主楼建筑高度由100m升高到了

148m。演播中心主入口方向由朝西调整为朝东，更好地呼应城市

人流，增强开放性。由于以上修改都必须在不影响原方案的条件下

布局构成示意图

布局通风分析图

功能分析图



    89

完成，因此对建筑布局分区的合理性与空间的灵活性都带来很大的考验。在设计中不断协助业主完善和细化功

能设置，也是建筑师的必要素质和必然经历。

3.3 交通流线之“器”

     （1）开放与私密的权衡：广电中心各部门的主要出入口根据分区设置，同时利用原有的高差上下分层。

同时为满足新媒体建筑公众参与性的需求，本项目特别设置了一条公共参观流线，即江滨大道——江滨平

台——电视和广播中心主门厅——中央广场——观众候播厅（海螺厅）——大台阶。这一流线既保证了公众能

充分体验广电中心的特色开放空间，又规范了观众的活动范围。在人员最为繁杂的节目录制期间，观众可由东

项目信息

业主：福建广播电影电视局

设计竞赛：1999年，第一名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崔 、汪恒、于海为

方案设计人员：崔 、于海为、

谢悦、李靖

施工设计人员：杨益华、于洁、

李凌、谢悦、

杜爱梅、李芳、林蕾

合作设计单位：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

设计研究院

项目周期：1999~2011年

设计时间：1999~2003年

总建筑面积：135 132m2

5.000标高层出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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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大台阶上二层中央广场后进入候播大厅，由此进入各演播室。演职人员可由一层演员入口进入化妆区，由演

员通道进入演播室。导演及工作人员可由三层连廊直接进入导演室和工作区。分设的流线保证了广电中心内各

类人群各行其道，避免干扰。

（2）应对车行与人行：结合城市交通，在基地内设置两条机动车道，并兼做消防通道。其一沿基地周边

环通，与观众、演员及电视会议中心的入口相连，使大量的人流集散在建筑群外围解决。其二贯穿基地内部，

主要解决职工的出入和货物运输。建筑内部及所围合的庭园均为步行空间，针对广电工作的大量人流集散，充

分考虑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室内停车位主要集中在江滨大道一侧的裙房地下二层和首层，室外停车位主要集

中在西南环路一侧，与主要机动车出入口相邻。

3.4 形象空间之“器”

     （1）远望：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办公主楼是广电中心东西两个制高点，高度分别为148.9m和79.1m，是

远望建筑群的视线焦点。在形式上，从福建名胜武夷山玉女峰获得灵感，以错动的叠石作为造型意象。沿江一

侧立面采用整体性强的玻璃幕墙，使高塔掩映在蓝天之中。北侧采用白色铝板和带形长窗，与南侧虚实对比，

强化了错动感，突显了叠石主题。

（2）近观：“傍晚时分，远航归来的水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码头上，背靠自己的航船，围着篝火，摆开

龙门阵，讲述自己听到和看到的海外奇闻。”这是古时福建水手们传颂故事的方式，而今天的广电建筑正承载

着这一生活场景。在裙房的设计上，借鉴了船的造型，近观犹如一艘白色航船浮于绿波之上。

（3）体验特色空间：海螺厅，即观众候播厅是本项目中最具特色的空间，也是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公众开

放场所。其曲线造型不仅源于对海滨的遐想，也源于功能需求，大厅将不同演播室排列连接，根据演播室逐渐

变小以及对应的内部人流逐渐减少，将候播大厅由宽到窄（40~15m）进行设计，既满足大型演出或多个演播

室同时录制时人员的使用，也为公众和演职人员提供了交流空间，是整个广电中心最为活跃的场所。

0.000标高层出入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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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室内设计之“器”

重要公共空间的室内设计是建筑品质和个性的集中体现。海螺厅室内以纯净的白色为主，契合南方清新

典雅的审美取向。局部用黑色石材作为点缀，时尚大方，展现媒体的先锋个性。电视台大厅采用灰色不锈钢板

作为主要饰面材料，诠释新媒体的高科技属性。广播中心大厅以木材为饰面，并用小喇叭的造型加以装饰，既

表达温情的人文关怀，又巧妙体现出企业标识。

3.6 绿化生态之“器”

（1）场地绿化：将闽江大堤上的坡地绿化通过起伏的地势引入基地，使基地内部绿化与滨江绿化融为一

体。外围设计了多样的绿化平台和庭院，而观众候播大厅与演播室间的带状绿色空间将室外庭院绿化引入建筑

内部。裙房中贯通东西的长方形大庭院是传统闽粤建筑中天井的再现。这两组绿化不仅仅是一种点缀，更是绿

化空间的切实引入，为创造舒适的内部微气候起到积极作用。

（2）通风廊道：在裙房内部沿东南方向（夏季主导风向）设计了一条通风廊道，高约20m，宽6m，优化

建筑群的通风效果。在办公主楼的平面设计上，采用了东西双核心筒式布局，走廊方向与主导风向一致，争取

更高的通风和采光效率。

（3）细部中的生态设计：在主楼、裙房及候播厅的立面上大量运用金属百叶，应对遮阳通风等要求，节

约能源。

4  结语

回顾福建广电项目，上有广电体制及技术改革的大背景，广电建筑不断显现的新特征、新需求，下有建

筑师应对需求做所的不断思考、交流、坚持、妥协、策略、手法、技术，实难用简单的词汇来归纳，所以借传

统智慧，用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加以概说。若有不尽不妥之处，望予见谅。

“十年磨一剑”，十二年的时光将最初在层层图纸上的线条变为了实实在在矗立于闽江河畔的一组巨

构，其中的过程收获值得今后十年再去品读玩味。当初设计团队的成员早已不再是往昔的角色，而今天新加入

的同仁，亦如往昔，受“形之上”之引导、启发、束缚，行“形之下”之踌躇、切磋、历练。也许原本这就是

设计的过程，生活的过程，望这篇回顾能对自己、他人有所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