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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访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崔中芳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采访人物  崔中芳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Shanghai Oriental Art Center

AT：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是继上海大剧院之后的又一个剧场力作，请谈一下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当时建设的

背景与契机。

崔中芳：这个项目的立项其实早在 1994 年就确定了，但当时不是要建东方艺术中心，而是东方音乐

厅。因为作为浦东新区的发展建设来讲，本身需要有一些配套的文化设施，而当时的上海大剧院以演出歌

剧、芭蕾舞剧为主，不适合音乐会演出，因此最终经过论证，将项目定位为音乐厅，以此与上海大剧院相

互补充。东方音乐厅选址在黄浦江边的陆家嘴，很快就开始招标，中标方是日本设计，并完成了初步设计，

但最终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下去。直到 1999 年，浦东开发已近 10 年，于是又将建设东方音乐厅提

上议事日程。由于原地块过于拥挤，就重新进行了选址，最后选择了现在的地块。它的不足之处是地块不

大，只有约 26 000m2，而且形状并不是太好，但它位于浦东行政文化中心，而且是在世纪大道轴线的端头，

邻近上海轨道交通二号线这一连接浦东、浦西的重要轴线，这也成为其主要的优势所在。

崔中芳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三建筑设计所总建筑师。

主要作品：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教学楼、上海静安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苏州科

技文化艺术中心、青岛大剧院、普陀山佛教博物馆、天津大剧院、上海浦东图书

馆、成都大魔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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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初衷还是希望做一个大音乐厅与小音乐厅的组合，并且利用原来的中标方案。但之后浦东新区的

领导提出，我们是否可以跳出原有的设计，不仅建造音乐厅，还能加入其他的功能，更综合一些。为此浦东

新区政府仍然委托我们（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进行重新论证。随后 2000 年开始重新招标，由于之前我们已

经掌握了很多原始资料，并对项目进行了前期深入的论证，加之我们和保罗·安德鲁作为联合体共同投标，

最终中标，东方音乐厅也由此变成了东方艺术中心。

AT：由上海东方音乐厅转变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体现出更强的综合性，那么东方艺术中心本身最终希

望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崔中芳：虽然增加了功能，但我们仍然希望打造出东方艺术中心自身的特点，做一个更加实用、有价值

的建筑。因为原有的上海音乐厅由南京大戏院改造，已不能满足现代的功能，而上海大剧院又不以音乐会演

出为主，因此打造一个专业的、一流的音乐厅对东方艺术中心是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多花精力在这上面，现

在看来，我们做到了，音乐厅已成为东方艺术中心最具特色的地方，国外的顶级乐团都会首选在这里演出；

同时在经营方面，打造了市民音乐会，并已将其辐射到全国，这又体现出平民化、普及化的特点。

AT：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通过一个公共空间联系且明晰地区分了正厅入口、演奏厅、音乐厅、歌剧厅、展

览厅这 5 个部分，请您谈谈这个创意的出发点。

崔中芳：整个设计我们希望做出一个具有雕塑感的建筑。设计理念其实很简单，5 个花瓣，音乐厅、演

奏厅、歌剧厅这 3 个厅为 3 个花瓣，再有两个花瓣分别为入口大厅和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我们稍微切分一下，

形成一个休息厅兼展厅。我个人认为，通过一个主入口连接不同功能的厅是比较合适的，首先便于管理，其

次也更利于运营。这样的组合方式和国家大剧院是比较类似的，只是最终呈现的方式不同。但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其实是很“袖珍”的，4 万多 m2 的建筑面积，观众席 3 400 多座，摊到每个座位的建筑面积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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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无法与国家大剧院相比，所以设计中，我们尽量想办法提高空间利用率。我觉得对建筑师来说，空间

有限不见得是坏事，如果能做得巧妙点，尺度感可能会更好，聚拢人气的向心感也会更强。经过设计和计算，

3 个厅同时使用都没有问题，现在使用的效果也非常好。每次演出的间歇，大家都会聚在中央大厅进行交流，

感觉特别好。

AT：在您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空间的利用，而现代剧场公共空间普遍过大，您有什么看法？

崔中芳：在剧场建筑还没有那么多、国内国外都没有许多案例可参考的情况下，我们想要做的只是在有

限的空间里实现利益和效果的最大化。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大或小来衡量建筑空间，如果设计师能将这些

空间充分利用，让空间本身成为主角，而且使它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复合化，那么我觉得公共空间大一点也

无妨。但是如果只是大而不当，就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在设计过程中对空间尺度加

以适当控制，另一方面如果由于业主或是其他原因必须做大空间，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多花一点心思让空间

更加充实，这样就没有问题。

AT：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中，不同演奏厅的设计在观演空间的技术方面（舞台、观众席、声学、灯光、

机械等）各有什么特点，是否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设计？

崔中芳：设计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时候，我们在技术方面都还不算太成熟，国内可以参考的案例就只有

上海大剧院，而上海大剧院的设计主要是参照了国外歌剧院的模式。然而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设计时，由于

项目本身受到地形、形体等方面的限制，并不能按照常规的品字形舞台设计，必须因地制宜。最终我们根据

现有的条件，做出了一个双层的品字形舞台，即舞台部分除满足表演区之外，侧台和后台只有常规的一半，

又利用地下空间，把侧台放在下面，通过垂直升降来解决上面台面的不足。

AT：当观演厅的技术性已经成熟，剧场建筑设计中观演空间艺术性的探索就变得重要起来。在此设计中，

分别对艺术空间进行了怎样的演绎？是否达到了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

崔中芳：我们在各演艺厅的整体设计中，希望突出各自的个性。音乐厅我们赋予其素雅的白色，歌剧院

是热烈的红色，小演奏厅是幽深的蓝色。这样 3 个厅有 3 种颜色，就像用帷幕围起来一样，都鲜明地表达了

自己的身份。在内部空间，我们将所有的厅和竖向的核心全都做得很封闭，剩下的则全部开放，以玻璃幕墙围合。

同时每个实体的外墙成为我们真正要表达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特意在这上面做了陶瓷，玻璃幕墙反而被弱

化了，玻璃内的实墙被凸显出来，这样建筑具有了一定的扩展和张力，与外部空间也发生着关系。

我们在设计开始就对内部空间有一个整体的设想，并进行具体的落实和深化。比如说，我们在公共大厅

里只使用了两种材料，一种是玻璃，另一种是陶瓷，作为唯一的装饰。当时，有人对使用陶瓷提出过质疑，

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利用陶瓷作为装饰是一个很好的概念，首先它非常具有中国特征，其次它不是

机器加工的面砖，而是能够体现手工艺性质的艺术品，可以很自由地表达想做的效果。我们将它的特点放大，

运用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中，成为设计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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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就目前剧场空间设计的艺术性探索方面，请谈谈您的看法。

崔中芳：我觉得国内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深入，从空间开始到最后能产生怎样的氛围或是给人一种

怎样的艺术感受，都做得不够。

目前国内从事剧场建筑设计方面的人员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缺乏艺术等方面的修养，所以当控制整个剧

场的最终效果时，往往对前半段的建筑外形和空间还可以把握，而对后半段的室内空间缺乏足够的控制力度。

事实上任何建筑的室内和室外空间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对于剧场建筑，一定要做到在设计中不断深化和再创造。

AT：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综合性给人们提供了多方位的戏剧与音乐的文化感染。您认为，近几年各城市大

剧院如火如荼的建设与西方剧场文化和我国传统演艺文化的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

崔中芳：准确地说，我国现在的剧场不是纯西式的，而是现代的剧场，符合现代人和国内的需求，并且

现在开始出现为某一个专门的剧组或者一个专门的剧目去打造一个厅堂的现象。可以说，造剧场和戏剧演出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由于剧场建设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可能还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真正达到

剧场与剧目的相互良性促进。

近年来我国各地兴建了许多大的剧院，这对我国演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

没有剧场建设的发展，就没有现在如此火热的演出市场，两者是相互催生的。比如我在做苏州的一个科技文

化艺术中心时，当剧场建设接近完工，我向业主建议，可以就其中一个互动性较强的剧场着手打造一些剧目，

来体现苏州的地方特色，后来业主方也的确在剧目方面投入了很多。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剧场设计或是建

造都为戏剧和演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戏剧或艺术表演方面的快速发展也对剧院设计提出了更多个性化

的要求。

AT：上海地区现已形成上海戏剧谷，北京也正在建设天桥演艺区，还有香港的西九龙文化区，都在着力

打造未来的剧场群与剧场文化。您认为要形成真正如同西方的剧场群（如伦敦西区、纽约百老汇），我们最

需要的是什么，怎样可以形成适合我们自己的剧场文化？

崔中芳：北京天桥演艺区从市政府“重视文化”的出发点来看是非常好的，但是戏剧产业或剧场文化是

非常多元化的，需要自下而上、自发性的组织，才能真正激活它。正如上海沿西藏路一带原来有很多小剧场，

现在已然没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只剩几个还在使用。因此一定的剧场群或剧场文化，不单单是一个

剧场或者观影这样简单的事情，它与城市规划等更多的产业联系在一起。就像许多创意产业，就是因为需要

画家或者进行创意的人，才开始形成一个 798，慢慢蓬勃起来。如果没有这个需求，任何的再造都是徒劳的。

因此，激发艺术需要有活力，而这种活力是需要发自内心的。换句话说，剧场文化是需要耐心培育的，拔苗

助长或移植都没有用，自我的枝繁叶茂才最重要。

现在看我们的剧场及其文化与十年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师的认识、业主的认识不一样，专家

的水平也提高了。如果我们再向前看，30 年以后，想起当初我们建造的那些剧场以及由此带动的剧场文化的

发展，又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我们期待着未来剧场文化的真正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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