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中华制式与岭南特色藏于名山

2022年8月1日 星期一
责编：梁美琪 美编：张汉松 校对：楚晓庆 池翠萍

04/05

广州国家版本馆建筑以“中华

典藏、岭南山水、时代新韵、文明灯

塔”为总体设计理念，融合中华制式

与岭南特色，从礼乐格局、大国气

象、岭南风物、地域气候等角度对岭

南传统建筑工法进行现代化转译。

何为中华制式？“广州国家版

本馆是中华文化的典藏库，也是文

明种子的基因库，它必须体现中国

文化特色，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

蕴。”何镜堂表示，广州国家版本馆

的设计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殿堂式

建筑风格，和古代的学宫、书院、庙

宇一样，均有一个完整的建筑空间

序列，即“礼制”的体现。

从整体建筑布局来看，广州国

家版本馆坐北朝南，背靠凤凰山，

面朝流溪河，建构清晰。沿着中轴

线拾级而上，文沁桥、文沁亭和主

楼文沁阁贯穿成线，西侧为展览场

所，东侧为研究机构以及办公生活

区，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广州国家版本馆的设计既体

现中华文化传统，又兼具岭南文化

底蕴和时代气息。“我们从岭南的

古建筑中汲取创作灵感，如提炼镇

海楼、中山纪念堂等建筑元素，从

中得到启发，将之与新的时代精神

融合。”何镜堂说。

“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处。”在建

筑设计过程中，何镜堂借鉴岭南园

林营造手法，让建筑群与周边山水

高度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让

人们一眼看去，整个建筑群是中国

的，是岭南的，是时代的，我想我们

做到了。”何镜堂希望，这座位于凤

凰山麓、流溪河畔的文化地标，能

够藏于名山，传之后世。

广州国家版本馆担负着赓续中华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重

要使命，中华版本的保藏是其重要任务。广州

地处岭南，多雨，天气炎热潮湿，因此广州国家

版本馆的设计必须解决好遮阳、隔热、通风、防

潮等问题。

“为此，我们从岭南传统建筑中汲取智

慧。”何镜堂介绍道，建筑群的挑檐都很深，对

遮挡岭南的阳光非常有效；借鉴岭南骑楼的传

统理念，用现代手法设计了风雨廊，“整个建筑

群都通过风雨廊连接在一起，提供了很多遮

阴、遮雨的地方”。

此外，藏书的建筑均使用了双重混凝土，天

花、墙面、地面等建筑内部六大面都夹着防潮防

水层。整个建筑群还运用了许多现代、绿色的

材料，造型简洁、大气，兼具审美与实用性。

对话何镜堂院士 解密广州国家版本馆设计理念
“建筑是广州国家版本馆的第一件展品， 兼具时代气息和岭南特色”

当接到广州国家版本馆建筑设计任务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
要让这座坐落于广州的中华文化殿堂实现与
岭南山水的高度融合，体现中华文化的传统，
又兼具岭南文化底蕴、凸显时代气息。最终，
广州国家版本馆设计理念敲定——中华典藏、
岭南山水、时代新韵、文明灯塔。

流溪河水萦绕的前广场，五岭造型的馆名
石，书卷理念的文沁桥，“植根中华”的格木古
树，厚重雄伟的“文明基石”……广州国家版本
馆整体布局依山就势，层次递进，传承中华传
统礼轴形制，四周环绕人文与自然交融的岭南
园林，打造为传世经典的中华文化殿堂形象。

7月 30日，广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开幕活
动，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何镜堂院士，他从文化
性、地域性、时代性三个维度解读了建筑的设
计理念、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质。“整个建筑是版
本馆的第一件展品。”何镜堂说，这是一个既有
世界眼光、又有中华风貌、还有时代特色的建
筑，希望大家通过它看到我们国家的深厚文化
底蕴，坚定文化自信。

■采写：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实习生 张永奇
■摄影：新快报记者 孙毅

作为广州国家版本馆的主体建

筑，文沁阁主楼如何提取“岭南印

象”？何镜堂解密道，文沁阁主楼设

计从始建于明代的广州镇海楼（俗

称五层楼）中提取元素，推陈出新，

“从外面看文沁阁与镇海楼一样都

是五层，有着高高翘起的飞檐，实际

上文沁阁内部有着七层构造。”

文沁阁内部的七层构造，分别

是名为“文明基石”的下中庭与名

为“面向未来”的上中庭，寓意历史

与未来的连接。负一至四层运用

大块石头造型错落堆叠，象征中华

文明基石累积高耸。五到七层为

上中庭，特别在七层设计了一个宽

敞的瞭望观景平台，放眼望去，远

处的群山尽收眼底。

就着文沁阁主楼的设计理念，

何镜堂谈及了自己对岭南文化的

理解，并对建筑设计理念进行了一

个总结。在他看来，岭南文化是中

华文化、南粤文化与海外文化在不

断交融和碰撞中形成的，开放、包

容、多元、创新、务实是岭南文化的

特质，这种特质、性格也反映到了

岭南建筑本身。

“我们团队在长期实践中总结

出‘两观三性论’理论，即建筑要有

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设计要体

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广州

国家版本馆是对这一理念的充分

实践，是体现文化、地域、时代三者

完美融合的作品。”何镜堂说。

文沁阁主楼前，格木古树苍劲

挺拔、绿意盎然，与建筑相融相

生。楼前池水清澈，缓缓流淌，倒

映着古树与建筑，天光云影共徘

徊。一阵清风徐来，水面泛起层层

波纹，美不胜收。

“我特别喜欢水，水充满了灵

气，水善万物而不争，包容万物，和

岭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相契

合。”何镜堂说，水池底使用黑石材

质，黑如墨。池中还放置了一方来

自肇庆的巨型端砚，希望借此营造

出水墨丹青的意境，把建筑最美的

一面通过水这面镜子展现出来。

为了让建筑、山水、自然更好

地融为一体，在何镜堂的笔下，建

筑的着色均为淡色，“浅灰、深灰和

黑灰，与墨色相衬，呈现出诗情画

意的水墨世界”。

广州国家版本馆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为

保护项目原址中200多年的二级格

木古树，对建筑空间布局进行了优

化调整，并组建由省林科院专家牵

头的专家工作组，对古树生长状况

进行实时保护、管养，让古树与建

筑相融共生。

何镜堂说，在设计之初，他们便

明确这棵树是整个建筑群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在最初布局的时候，

这棵古树位于中轴线之上，为了建

筑群与古树布局和谐，便决定把整

个建筑群稍微向东平移了一些。

从镇海楼中提取创作元素岭南印象

古树、建筑与池水相融相衬水墨丹青

建筑兼具实用与审美保藏为主

广州国家版本馆立足广东、辐射周边、放眼

全球，着力构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建设发展成就版本，以及岭南文化

版本、港澳台版本、海外中华文化版本、外文精

品版本、工业设计版本等特色版本资源体系。

据了解，广州国家版本馆现收藏了“原大、

原样、原色”的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收集

了《四库全书》相关的《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

刊》，“四库学”版本规模初具。征集到国家图书

馆藏《永乐大典》影印本162册、“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永乐大典》影印本62册，以及海外图书馆

博物馆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基本收齐现存

各类《永乐大典》影印本。完整收藏《中华再造

善本》第二辑及第一辑的大部分、《原国立北平

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等。

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现已收藏重点历史文

献、岭南文化、侨批侨刊、票据票证、音响唱片、

科学技术等各类特色版本20多万册（件）。

广州国家版本馆着眼“中国高度、世界广度、

技术锐度”，从版本承载文化传承、支撑文化自信

的重要意义出发，设置四个常设展览和三个专题

展，联袂打造世界级中华版本文化展示窗口。

“伟大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精品出

版物专题展”：以改革开放历史发展为脉络，分

“大地回春”“茁壮成长”“苍翠挺拔”“欣欣向荣”4

个单元，把精品出版物作为伟大改革开放的时代

注脚，以小切口、大视野，集中讲述改革开放的故

事、新时代的故事，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千秋写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

以中华版本形态嬗递之序，从版本源流、材质更

新、技术进步等角度出发，展示中华版本的演变

历史，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红色印记 映照初心——红色广东专题版

本展”：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脉络为线索，通

过红色版本讲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

“互鉴千年 融通未来——海上丝绸之路专

题版本展”：以时间为经、版本为纬，分为“海路

绵延”“美美与共”“走向未来”3个部分，通过海

上丝绸之路各个历史时期留存至今的典籍、绘

画、照片等版本，呈现波澜壮阔的文明交流互鉴

史，彰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伟大倡议的历

史底蕴和宏伟前景。

“时代留声 传世之音——中国黑胶唱片版

本展”：以黑胶唱片为主，按内容分为经典红歌、

传统戏曲、经典民歌、流行歌曲等主题进行展

示，旨在让观众聆听传世之音，感受艺术的魅

力，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岭南风骨——广东美术名家典藏作品

展”：以广东美术的近现代发展历程为线索，以

诸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等

名家巨匠以及林墉、汤小铭、李劲堃、林蓝等现

代名家为重点，凸显广东美术在不同时期、不同

背景下的时代气象和创新精神，彰显新时代下

广东文艺蓬勃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艺术新气象。

“团圆——广式月饼文化专题版本展”：聚

焦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佳节，以月饼盒、

月饼票、饼模等为载体，在展示轻工业包装设计

独特魅力的同时，展示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中秋

佳节的习俗，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

位于文沁阁负一楼的“千秋写

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展

区，以“穿越数千年的版本变形记”为

展陈概念，在每一展览板块提取该时

期代表性的中华版本形态为元素，从

甲骨、竹帛、纸书到多元的数字化媒

体，风格从厚重走向现代科技，全过

程、全景式呈现出一幅生动的中华版

本发展概览图卷。

智慧版本馆项目建设计划运用

信息技术、数字化、虚拟现实、物联

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技术手

段，建立整套适合用于智慧保护、智

慧管理、智慧服务、互联网+的业务

体系；实现版本馆收藏、保护、研究、

展示、教育、传播和管理等业务智能

化，形成实体馆和数字馆相结合的智

慧版本馆发展模式。

未来，广州国家版本馆将围绕中

华版本保藏、展示、研究、交流四大核

心功能，认真做好版本资源征集保藏

和特色版本资源体系建设，精心开展

版本专题出版与研究，探索开展版本

学科建设，深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

打造中华版本区域典藏中心、展示中

心、研究中心和交流中心，成为文化

强省建设中高水平文化供给体系的

重要支撑，成为新时代广东的重要文

化地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系统收藏影印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珍贵版本版本收藏

联袂打造世界级中华版本文化展示窗口展览传韵

数字展馆

全景式中华版本
发展概览图卷
让版本“活”起来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
实现版本馆的智能化

打造四大中心，
成为广东重要文化地标

■■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

■千秋写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

■互鉴千年 融通未来——海上丝绸之

路专题版本展。

■伟大时代的印记——改革开放以来

精品出版物专题展。

●未来展望

●智慧版本馆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接受媒体采访，阐述广州国家版本馆的设计理念。

■红色印记 映照初心——红色广东专题版本展。

■文沁阁负一楼的“千秋写印 华夏有章——中华版本概览”展区，在“传

世”板块，通过实物造型与投影技术相结合，展现版本早期四阶段的形态。

■岭南风骨——广东美术名家典藏作品展。

■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现已收藏重点历史文献、岭南文化、侨批侨刊、票

据票证、音响唱片、科学技术等各类特色版本20多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