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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桥剧场
——访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庄维敏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采访人物  庄维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

AT：新天桥剧场在原址新建，当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庄维敏：原有的旧天桥剧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造，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年久失修，已不能满足

现代大型歌舞演出的要求。1992 年由文化部主持，国务院批准，在原有剧场的地址上，根据北京市城市规划

要求，重新翻建天桥剧场。新天桥剧场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设计。

具体在 1992 年底开始可行性设计研究，1996 年施工图设计，1998 年开始动工兴建，2001 年 8 月正式交

付使用，历时 8 年时间。原老天桥剧场用地非常狭小，新剧场的建设是在原址新建，占地 7 800m2，总建筑面

积为 2.2 万多 m2，地下 2 层，地上 5 层，总投资 1.95 亿元人民币。（摘自《神居于形·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李道增、庄惟敏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AT：天桥作为老北京传统文化之地，建在这里的芭蕾舞剧场似乎与之有些文化上的冲突。请谈谈，设计

如何将西方的芭蕾舞剧艺术融入环境？

庄维敏：将芭蕾舞这样一个西洋艺术放在老北京风味浓厚的天桥，的确有很强的文化冲突，由此我们想

到“场所精神”，即把建筑当成一个背景，前面搭一个面向城市的“舞台”——文化广场，抬高 1m，并设计

了两组雕塑（由于造价的原因未实现），建筑立面运用石拱、海石榴和宝相花图案与芭蕾艺术的结合，成为

向市民展开西洋式布景的第一部分，也成为城市向剧场建筑过渡的公共空间。由广场进入，穿过镂空花饰的

铜门，步入一个开敞、宏伟的共享大厅就进入了布景的第二部分，顶部华丽的水晶吊灯揭示出一个华丽艺术

殿堂的开始。迎面巨幅紫铜的“红色娘子军”剧目浮雕，自然光自天窗洒下，烘托出大厅古典的韵味。第三

部分就是剧场的观众厅，豁然开朗、耳目一新，演绎剧场建筑艺术和芭蕾艺术的高潮。这样将观众由外而内

一步步带入芭蕾舞剧艺术的氛围中。

天桥相传以当地一座石桥而得名，为一块方圆近二里的地方，始建于元代，已历经 700 余年的沧桑，一

度成为一处包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闹市。“酒族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是对当年盛况的生动描绘。

天桥留在“老北京”人脑海中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下层平民百姓重要的活动场所，既“杂”且“精”，内容浩瀚。

庄维敏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国家勘察设计大

师。新天桥剧场主要设计人（设计主持人为清华大学李道增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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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是一块以“杂”取胜、以“精”取巧、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民俗文化”的发祥地。（摘自《神居于形·新

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AT：剧场明确定位于专业歌剧、芭蕾舞剧，是当时北京唯一的歌剧院。那么，剧场采用了怎样的形制与舞台、

观众席设计来适应歌剧与芭蕾舞剧的演出，与西方的歌剧院有什么异同？

庄维敏：新、老天桥剧场都是场团合一型的剧场，专门作为中央芭蕾舞团的训练场地、排演场地，这与

现代许多出租型的剧场不同。

芭蕾舞演出首先有其舞台的要求，既要能激发芭蕾舞演员的表演才能，又能保护芭蕾舞演员的双腿，因

此舞台不能推、拉、升、降、转，以免对演员的脚造成伤害。老天桥剧场就曾因其富有弹性的舞台赢得了无

数芭蕾舞著名演员的称赞，因此享有了很高的声誉。新天桥剧场的舞台地板采用了特殊的构造做法，具有适

度的弹性，只在舞台表演区与其他部分断开，以防止演员表演时脚尖碰触地板使后部天幕部分发生振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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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现代芭蕾舞舞台设计多已不采用这种传统做法。

为适应芭蕾舞演出，还需要一个大的组合排练厅，专门用于芭蕾舞演员上场前的热身，且最好与舞台位

于同层。因为如果演员从地下或更远的排练厅到达主舞台，刚刚热身出汗之后很容易着凉，上场演出时也容

易受伤。特别是冬季演出舞台很冷，而主台下部通常为中空无法加热，演员热身更为重要。组合排演厅内的

木地板应与主舞台一样，光线的情况也应与主舞台一致。

剧场舞台的高度、大小以及其台口高度、观众的视线控制及技术方面基本都按照西方剧场的做法。舞台

总高度应是 2.5 倍加 2.5m 的台口高度，实际因天桥剧场离天坛较近，建筑有限高要求，因此反推出台口高度。

同时设计在台口部分利用声柱做特殊处理，使得台口看上去更高敞。

从芭蕾舞演出分析，设计选用了箱形舞台，把可以升降的乐池升到与舞台台面齐平，实际上是将演员

表演区扩大到台口以外 5m，使舞台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舞台台口宽 16m、高 9m，舞台宽 31m、深

21.6m，葡萄架下沿高 21.6m，66 根手动、电动相结合的吊杆，5 道灯光桥，可移动的台口和测光灯架以及台

唇边上设有暗藏的脚光灯。主台附有两个侧台，每个侧台 160m2。演员表演区宽 16.6m，深 13m。（摘自《神

居于形·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AT：声学设计是剧场设计的关键，请问在新天桥剧场设计中对声学的考虑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庄维敏：剧场声学设计是设计一开始就介入的，由王炳麟教授带领的团队负责。由于新天桥剧场主要用

于芭蕾舞演出，考虑建筑声学为主，顶棚采用最传统的材料——水泥制板，很厚重，也非常好地解决了声音

反射的要求。新天桥剧场建成后，经过空场实测，其混响时间为 1.77s，声音丰满度非常好。

观众厅顶棚除了两道面光灯分别按 50°和 36°的角度固定设置外，其余全是根据声的一次反射分布原理

确定其剖面的形状，并满足每个座位有 7~8m3 的容积。顶棚扩散体——水泥制板的声音阻尼性能是其他材料

无法代替的，容重比较合适，也非常经济。设计中选用 25mm 厚的预制水泥纤维板作为扩散体，现场吊装调整，

建筑7-8月合刊.indd   42 12-8-9   上午11:05



    43

板与板之间的平整差不大于 3mm，再用镀钛的金属条压缝，整体效果很好。后墙和两侧墙面全部采用水泥砂

浆打底，粘贴 9mm 厚中密度板，花梨板面层，红玛瑙色油漆为基调，后墙不做强吸音处理。（摘自《神居于形·新

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AT：21世纪之初建成的新天桥剧场不断上演着国内外的重要剧目，成为北京重要的剧院之一。在今天看来，

您认为剧院的成功经营之处在哪里？

庄维敏：新天桥剧场的成功首先在于其优秀的设计为芭蕾舞剧的演出创造了非常优质的空间，获得了众

多芭蕾舞演员的好评。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剧场本身的“以商养文”策略，即剧场在化妆间部分上层设

置了一个小型三星级酒店，可作为演员之家，也可对外开放。原来设计中曾考虑与商场结合，但其人流嘈杂

不适合，最终决定选择酒店，这样就避免了单纯依靠演出经营的模式。

新天桥剧场设有 108 间客房的演员之家，可供会友交谈。高大明亮、宽敞的四季厅，环境优美宁静，各

类服务用房颇为齐全。（摘自《神居于形·新天桥剧场建筑创作》）

AT：今天的北京剧场建设已经蓬勃发展，正在建设的天桥演艺区将 50 个大小不等的剧院与北方传统园

林有机结合，届时将真正形成一个“剧场聚落”。上海戏剧谷、香港西九龙文化区也是与此类似的剧场群项目。

请谈谈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同时如何看待中国近几年剧场 / 剧场群的发展？

庄维敏：这种将大大小小剧场聚合在一起的方式实际上是借鉴美国的百老汇、英国伦敦的戏剧街等。如

果说剧场是一个点，多个聚合将有一定面的效应，可能会更多激发剧场文化的传播，远比各个城市只建一个

大剧场的效果更好。

另一方面，剧场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与大众的文化生活结合在一起，剧场必将成为城市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从这个角度讲，剧场作为一种城市职能，将愈来愈平民化，参与度不断提高，同时又更加专业化、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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