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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经典

——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及办公楼工程设计

撰文   申江  盛文革  刘京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Return to the Classic: Design of the National Theatre of China

中国国家话剧院位于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与三里河南延

路交叉口的东北角，东临工业设计院 , 南临广安门外大街，西临三

里河南延路。基地总占地面积 18 200m2，建筑面积 21 000m2，受

到北侧住宅楼日照要求的影响，建筑并不十分高大，但建筑以平和

厚重的外观和精致典雅的细节展示出特有的韵味。

这是一座令人期盼已久的建筑，早在 2001 年中国国家话剧院

便成立了，曾长时间“有院无场”。直至 2011 年工程竣工，在当

年 5 月 15 日首演《四世同堂》之时，知名演员刘威借“说书人”

之口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 !”

1  创作篇

作为方案的设计者，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对这个项目有一

种担心：方案的设计是不是太过时了？回想 2005 年这个项目投标

的时候，正值中国建筑师的设计观念发生变化之时。当时，国家大

剧院的方案已经确定，尽管有许多争议，也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奥

运场馆的主要方案“鸟巢”和“水立方”也都确定。这几个项目给

中国建筑界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强调新奇、独特的创意

在设计的诸多要素中显得日渐重要。与当时投标的其他方案相比，

我们的方案显得“中规中矩”，但也许正是这种比较平和的姿态帮

助我们赢得了竞标。

投标时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是国家话剧院，头脑里浮现出

的是经典形象——厚重、典雅、具有中国传统的韵味，而在这样一

种环境氛围中演出《雷雨》、《日出》或是《四世同堂》的经典剧

目将是相得益彰的。由此，建筑的造型对应着台塔的位置设计了一

个四面坡的高耸体量，前面三个坡面之间用近似于三角形的格栅面

封起来，让人联想起中国传统的大屋顶。观众厅部位受到地形轮廓

的影响，设计成弧形的轮廓，同南侧、西侧的道路形成和谐的视觉

关系。主入口处的设计强化了“大门”的概念，也可以理解为舞台

台口形象的表达。建筑通过上下几层门框形的体量，形成了层次感

很强的入口空间。整个建筑外部都以石材装饰，突出雕塑感和凝练、

厚重、大气的韵味。

投标方案只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但设计的深化调整则费了不

少功夫，由于基地北面住宅楼的日照要求，我们将台塔部位的高度

从原来的 27m 降为 22.5m，致使原来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此后，

方案的细化调整进入了“雕琢”的过程，我们调整了立面的比例，

使顶部和弧形门头的体量看上去相称，同时对弧形体量做了更为细

致的划分：西侧的“柱廊”形式变得比原方案更加丰富，原来的单

柱变成一宽一窄的双柱组合，精致而丰富；对南侧的门头体量也做

了更加细致的刻画： 整个门头从外至内形成了 4 层相互嵌套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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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第一、二层次间形成很深的阴影空间，产生很强的雕塑效果，

第二、三层次如同线脚，紧紧相叠，第四层则紧挨着入口大门形成

一个小型门框。为了削弱门头长度方向上的单调感，在第二、三层

次的檐口部位都做了倾斜的凹槽装饰并沿长度方向用“短柱”划分

为 7 段，使得门头体量坚实、精致而富于结构肌理。此外，我们在

建筑的石材墙面上使用了许多线脚、凹槽的处理方式，这使得建筑

看上去精巧、细腻，似一件工艺品耐人观赏。

2  技术篇 

2.1 舞台工艺技术设计 

2.1.1舞台区及演出技术用房

剧场设计台口尺寸为宽 14m，高 7.5m。主台净宽 27.50m，

进深 22.0m，舞台高度（舞台面至栅顶面）19.50m，栅顶空间的

结构梁下净高 2m。左右侧台宽 14m，深 17m，侧台高度 9 m，侧

台设置二维运动的单梁起重机。左右侧台分别设有道具置景装卸口。

主舞台设直径 16m 的双层鼓筒式转台，舞台口设有假台口及

灯光排架，台口与观众厅之间设有升降乐池。升降乐池分 3 块，可

以分别控制升降高度。观众厅池座后墙中部设有声控室、光控室。

楼座后墙中部设放映室，两侧设追光室。

舞台上空设有大幕机、灯光渡桥、灯光吊笼、电动吊杆、侧

吊杆等各类舞台机械系统。

2.1.2舞台灯光设施的配合

剧场中轴线剖面中第一道面光的光轴中心线至舞台大幕线的

角度为45°，昂起的光轴可以打过转台中心表演者的高度（1.80m）。

第二道面光的光轴中心线至乐池前沿的角度为 45°，昂起的光轴

能打过大幕线后转台 1/4 位置表演者的高度。

楼座后两侧设追光，中间的放映室内也设追光。楼座挑台前

沿可以预留挂灯位置。

台口两侧耳光室设两道耳光，耳光开口净宽 1.2m，耳光室位

置在乐池弧线以后。耳光室内分层，可挂上下两排灯具，人员站立

操作。第二道耳光的光轴通过台口侧墙与舞台中轴线的平面夹角不

大于 45°。

台唇区设脚光，灯槽宽 500mm，嵌入深 250mm。台唇向观

门头细部 西侧“柱廊”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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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一面预留雾灯。

2.2 建筑声学设计

话剧演出一般采用自然声和部分效果声结合，因此本剧场的

声学设计按照以自然声演出为主、电声系统为辅的方式进行设计。

根据话剧院使用功能的特点和基地环境的条件，观众厅的平

面采用钟形平面。由于话剧演出要求采用自然声表演，为了保证观

众有足够的响度和清晰度，须限制后座距离，因此观众厅设部分楼

座，以缩短观众厅深度。本设计观众席最远视距为 24.60m。楼座

下空间高深比按照自然声演出要求，满足 1：1.2 的规定，楼、池

座后排净高应大于或等于 2.8m。剖面吊顶的形式按照厅前提供顶

部早期反射声和全厅声场分布均匀的原则进行设计。

观众厅墙面材料的扩散做法经过多方案比较，同时根据装饰的

效果性和材料经济性，两侧墙面上按照声学模拟结果选用 GWG 不规

则四边形声学扩散体，在扩散声场的同时，亦可提供部分早期反射声。

话剧院的体型较宽，宽约为 27m，进深较浅为 19m（第一排

到最后一排），为提高池座后排区域听闻清晰度的效果，二层楼座

栏板形式和角度经过声学计算和调整，尽可能地把舞台自然经栏板

反射声传递给池座后部区域。

经过调整后的侧栏板反射板为话剧院中后部坐席提供了有益

的近次反射声，改善了话剧观众厅通常音质最差的中区后部区域。

池座中部挑台栏板设计成前倾75.7°的木质扩散造型吸声板，

从舞台发出的自然声经栏板反射，声能减弱后返回到舞台演员区，

有利于演员掌握对整个话剧院观众厅和舞台的声能平衡，发挥出最

好的水平。

为了避免舞台空间与观众厅空间之间因耦合空间而产生的不

利影响，声学设计要求舞台空间内的混响时间应基本接近观众厅的

混响时间。建筑声学的控制性指标如下：

观众厅每座容积约为 6.24m3/ 座；观众厅满场混响时间 1.10s

（±10%）；观众厅背景噪声≤ NR25 噪声评价曲线；大排练厅满

场混响时间 1.00s（±10%）；大排练厅背景噪音≤ NR30 噪声评价

曲线；升降乐池机械噪音≤ NR45 噪声评价曲线（第一排观众席的

中部）；舞台机械噪音≤NR30噪声评价曲线（第一排观众席的中部）。

经过初步声学测试，本工程观众厅的空场混响时间为 1.2s，

达到国内话剧场的最高水平。

门厅

纵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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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厅

侧向栏板声反射 观众厅墙面声学构造单元排列模型图

观众厅

3  感悟篇 

国家话剧院建成后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也让我更深刻地感

受到：设计应该是一种精雕细刻、追求完美的过程。而这种设计观

念与所谓的“创新”观念是不同的。

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的漫长的建筑史上，建筑设计都与当时

的艺术精神一样，以追求完美为最高境界，创新并不是最主要的目

标，建筑师的主要才能是努力使每一个建筑在其固有的条件下尽可

能更加完美。因此，建筑师会花很多精力去推敲建筑的比例，解决

一些形式上的难题，为一些细节煞费苦心。这种观念虽然有局限，

但它构成了古典的精神——追求完美和永恒，许多遗留下来的建筑

瑰宝至今感动着每一位观者。

现代主义运动解放了建筑师的思想，树立起了创新的价值观

念，但任何选择或方向走向极端时，都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在一

片求“新”的浪潮之中，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些缺失：浮躁、单薄，

迅速的“流行”与“过时”，过度“震撼”，虽口味浓重似溢彩流

光但转瞬即逝，丧失了温厚的隽永之美

我们不能否认创新的价值，但对建筑原不该简单地以“新”、

“旧”论之。

就像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或是老舍的《四世同堂》，二

者原可并美，并非非此即彼，假使在经典之中也有令我们为之感动

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将其重新拾起，细细品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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