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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剧院
——访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傅海聪、乔伟

采访  吴春花  《建筑技艺》杂志社（AT）

采访人物  傅海聪  乔伟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Shanghai Grand Theater

AT：20 世纪末的中国已经在社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当时的上海有着久负盛名的多家剧院

如美琪、天蟾等，这时，建造一个标准的观演建筑——上海大剧院的契机是什么？

傅海聪：早在 1950 年代解放以后，上海就希望建造一个标准高、设施全的剧场，因为当时上海只有一

个由南京大戏院改造的上海音乐厅，功能相对单一。周恩来也关心过这个事情，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

实现。直到 1990 年上海全面发展浦东，1993 年人民广场作为上海市政治、文化中心开始进行改造，当时人

民广场已经建好的建筑是上海博物馆和正对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出于文化的考虑，需要建一个设施非常齐全、

形象非常突出的观演建筑，于是就把建设剧场的事情提上日程，最终确立建造上海大剧院，并将其建于市政

府大楼西侧。可以说，大剧院的建设也是国家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的结果，人们需要满足一些精

神方面的需求，就像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时建造了很多会馆、剧院。

傅海聪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教授级高工、国家一级

注册建筑师 , 毕业于重庆大学建筑学专业。曾主持和负责了上海建国宾馆、上海大剧院、

重庆大剧院、大连期货大厦和上海世博会世博中心等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工程设计。

乔伟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建筑设计所副总建筑师、高级

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要设计作品有：上海大剧院、浦东国际机场一期工作

区F-1地块、上海市文化大厦、韩国驻沪总领事馆、世茂国际广场及东扩工程、重庆大剧

院、世博中心、SOHO外滩、宜兴市文化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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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上海大剧院的设计由 1994 年开始，并且是第一次举行国际竞赛，邀请国外建筑师进行大型文化建

筑的设计，请谈谈当时的情况。

傅海聪：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招标”的概念，上海市政府只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出

要进行国际性的方案征集活动。但因为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很多设计团队就退出了。

首先对报名的事务所进行了各方面资格的筛选，最终选定了七八家单位来做方案，国内设计团队有华东

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其余为国外设计团队。

夏邦杰事务所的方案是全票通过的，其建筑整体形象端庄，气势恢宏，又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很老套的

形象，比较适合放在人民广场的位置，同时相比其他方案，其内部空间更为方整，更加实用，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其他方案如日本的一个方案，有点类似现在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一朵花”的形象，可以说它

在江边或者风景区是适合的，但在人民广场就不太适合了。华东建筑设计院当时做的方案是考虑将新建筑与

后面的老建筑（体育宫）相结合，希望对老建筑给予一定的保护，但当时这种意识还不被重视，最终还是考

虑以新建筑为主。

总体来说，夏邦杰的方案从外部形象和内部空间都更符合当时的建设要求，最终由华东院与其合作共同

实施。

AT：华东院首次与外方合作如此大规模、高标准的剧场建筑，并负责了剧院设计相当大的工作，当时都

面临着哪些困难？

傅海聪：当时这样大型的项目国内外合作还不是很多，也不同于现在跟外方合作，不管是外形和功能都

需要把握和控制好。有时内部空间更重要，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由于项目的重要性，以怎样的模式合作也是

在随着项目的深入中不断进行探讨和摸索。

这个项目技术性要求比较高，从中外两家合作单位来看，之前都没有如此大型观演建筑的设计经验，但

是好在我们的综合实力比较强。后来随着工作的进行，一方面由于外方人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工期时间紧、

进度快，最后有一部分工作就由业主方转给华东院了。外方主创设计师转型作为甲方的顾问，对方案外形等

进行整体控制，我们则作为设计者，这成为之后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式。这样，我们的工作做得就比较多一些，

尤其是剧场中一些技术性工作，如视点、视距、声学等。为达到良好的视听效果，我们做了很多模型，从最

初的 1/50 到 1/10，不断对视听效果进行测试、调整，最终确定了观众厅的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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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项目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傅海聪：一方面是项目规模较大，且综

合性较强，同时位于人民广场的重要地段，

工程质量、工期要求高。剧场本身的舞台设

备、声学等技术方面要求都很高。另一方面，

上海大剧院上部的造型像船一样，两侧悬挑，

内部要放置很重的设备，因此这个悬臂结构

的承载量很大。整体采用了钢结构，且用钢

量较大，需要在下面做好然后顶上去，难度

很大。尽管方案的整体形象很好，但在当时

还是引起了不少争议。

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被夏邦杰称作

有中国味的“大屋顶”，首先，我认为它其

实是无意识地打破了一般剧场高舞台、低厅

的“座椅”模式；其次，屋顶钢结构体的支

点与整个混凝土结构是脱离的，设计师将锅

炉房和一些有噪音的设备都放在上部体量中，

尽管有些不合理，但也减少了与主体部分的

固体传声，尤其减少了对观众厅的影响；第三，

这个船形屋顶内部设置了一个宴会厅 / 多功能

厅，视野和景观非常好，可以对外出租使用。

在人民广场这样容积率比较高的地方，能够

通过开发一些商业功能来提高利用率，是非

常必要的。

AT：上海大剧院不同于上海已有的小剧场，是完全面向西方戏剧文化而建的，因此当这个大型剧院进入

上海时，传统剧场空间模式在内部空间设计与其细节设计中是否有所调整？

傅海聪：上海大剧院定位比较高端，主要满足歌剧、舞剧、音乐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功能剧场。所以

剧场的空间模式首先采用了品字型的舞台形式，即德国的全机械化舞台。台上设有升降的吊杆、渡桥，台下

设有台仓，有正台、侧台和转台等，这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舞台设施。

上海大剧院地上和地下部分总建筑面积为 6 万多 m2，原设计只有一个 1 800 座的观众厅。当时我们就给

设计提出评审意见，如此大规模的剧院最好设置几个不同规模的场所，不仅提高利用率，同时也可以适应不

同的剧种。后来证明这个建议是非常合理的。

乔伟：原方案设置了很大的排练厅，但上海大剧院不是“场团合一”模式的剧场，后来业主也发现空间

浪费大。我们就将排练厅改成了一个约 600 座的中剧场，后舞台上部也改成一个小剧场，这样就形成今天适

合不同剧种、不同规模的多功能的上海大剧院。

傅海聪：在剧院设计细节方面，中外国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在设计中也与外方存在一些争议。据

说法国剧院的舞台不设冷气，是为了保护歌唱家的嗓子，同时也为了降低成本。但是考虑到上海的气候，夏

天太热，必须安装空调。

另外西方剧场的观众席排距非常有限，因为欧洲的观众素养普遍好，既不迟到早退，看戏也很专注。我

们当然不能这样做，最终还是考虑了合适的宽度。现在演出中，我们也逐渐规定演出开始后观众不能随便走动，

这样也有助于人们观演习惯的培养。

设计中比较有争议的还有设置自动扶梯的问题。夏邦杰认为，尽管剧场人流多为瞬间到场，等待电梯也

会耗费一些时间，但还是应该以电梯为主。因为正统的欧洲剧院是不设自动扶梯的，那样显得太商业。

AT：上海大剧院建成至今已有 14 年，其运营状况如何？现在看来，哪些方面是需要改进的？

乔伟：上海大剧院顶部的多功能厅可以举办宴会、庆典、新闻发布会、产品展示会等，建筑下部还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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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厅、咖啡厅、商场等，很好地利用了各部分空间。建成使用 14 年来，每年承担近 700 场的演出任务和重

要活动，使用和经营都很成功，从全国来讲，上海大剧院都可能是经营最好的一个剧场，功能方面也没有什

么需要特别改变的，目前只是正在对室内灯光、舞台设备等方面进行更新。但由于是新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剧院，

建筑功能布局按西方驻团剧场的功能要求进行设计，设计了较多的排练、布景、制作存放等场所，造成一些

空间的浪费，虽然在建成前增设了中小剧场，对建成后的演出要求也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但受规模流线的限制，

中小剧场的布置稍显局促。

AT：上海大剧院的建成并成功运营对之后的剧院建筑设计产生了哪些影响？

傅海聪：这样一个规模设施很全的剧院的落成可以说是国内剧场建筑的一个先导，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给我国的剧场建设带来了一些新的设计理念，但品字形镜框式箱型舞台的过度引入，也带来了之后剧场建设

的千篇一律。事实上，我认为可以尝试做一些开放式或是伸出式的舞台，观众厅的空间和形式也可以更加丰富。

在世博中心里，我们就设置了可以移动的舞台墙，会议和演出都可适用，最终的效果也非常好。

随着近几年剧场的建设发展，上海新建了各种类型的剧场如奔驰文化中心、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厅、上

海文化广场的地下音乐剧剧场，都体现了剧场技术的不断提升。最近上海世博会通用汽车馆正改造成儿童剧场，

并确定明年六一儿童节启用，我们期待着它的亮相。

AT：从上海大剧院设计建成到今天，国内不仅有众多的国外设计师主导设计的大型剧场建筑，如国家大

剧院、重庆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广州歌剧院，也有本土设计师的原创力作如福建大剧院、武汉大剧院、重

庆国泰大戏院，特别是世博中心、世博文化中心、世博宝钢大舞台以及刚刚落成的上海大宁剧院等。您如何

看待现代中国剧场建筑及其文化的发展？

傅海聪：从上海大剧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一些剧院建设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经营上都更多地趋向

于综合性，这样也比较适合于政府的建设需要。但是上海大剧院是根据自身的需求出发，进而确定需要成为

一个综合性的剧场，而不是一开始就要求综合。

我们也可以探讨，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经典剧场，这里的经典剧场不同于以前的场团合一形式，剧场可以

与一些明星或者知名的团体捆绑在一起，从而增强对观众厅的吸引力，提升剧场自身的层次，同时也提高票

房的收入。如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采用一种出售年票的方式，根据买票多少来与个人所得税进行抵消。不同剧

场和剧团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一些措施，提升文化的品质。

建筑7-8月合刊.indd   53 12-8-9   上午11:19


	内文 50
	内文 51
	内文 52
	内文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