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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物馆建筑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已经将所有展示其中的作品、品评、观众以及艺
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形成盘根错节的关联，所以一座博物馆建筑自身也应该是一件
统一的艺术品。现代主义之后的异彩纷呈的建筑理论也在博物馆建筑上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展示。 

内容简介

博物馆建筑作为一种特定的建筑类型，在存在过程中显示出的与博物馆学既俸离又翕合
的处境，本书关注建筑学和博物馆学的双重语境对当代博物馆建设的影响，并深入考察
了大量案例，探讨新博物馆学语境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影响。特别注意到了“当代博物
馆空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知识的建构以及掌握和
运用知识从而产生倾向的历史进程”。总结出了其中个性的东西，这一部分在论著作中
显得较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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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一，女，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师承著名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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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代博物馆的普及与流行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博物馆作为一种运用“实物语言”来诠释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和自然演化现象，并行使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建筑类型，随着20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建设热潮，其建筑理念与设计手法也在不断更新与提高。
博物馆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背景之中，是使用者、建筑师以及参与决策的社
会团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博物馆学关注博物馆的使用、管理以及其中的展览（“容”）
，而建筑学更多地关注博物馆建筑本身（“器”）。当代新博物馆学和建筑学这两个领



域关注的焦点是南辕北辙的，因此博物馆的建设常常处于一种“身”“心”分离的状态
。本书以当代博物馆界与建筑设计之间的错位矛盾为出发点，观察研究20世纪末到21世
纪初新博物馆学和当代建筑学双重语境中的博物馆建筑，提出建筑设计应当了解博物馆
，在与博物馆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适宜的设计创作。
本书在第一章绪论中简要说明了全书的架构，以及贯穿全书的三大线索——博物馆与文
化发展、城市进程、社会变迁的关系。第二章简要回顾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博物
馆建筑发展历程，以过去两百年中设计或建成的最重要、最具表现力的博物馆实例为对
象，分阶段考察了博物馆从萌芽到成为独特的建筑类型过程中，与文化发展、城市进程
以及社会变迁之间的重要关系。
当代博物馆的普及与流行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博物馆作为一种运用“实物语言”来诠释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和自然演化现象，并行使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要建筑类型，随着20世
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建设热潮，其建筑理念与设计手法也在不断更新与提高。
博物馆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背景之中，是使用者、建筑师以及参与决策的社
会团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博物馆学关注博物馆的使用、管理以及其中的展览（“容”）
，而建筑学更多地关注博物馆建筑本身（“器”）。当代新博物馆学和建筑学这两个领
域关注的焦点是南辕北辙的，因此博物馆的建设常常处于一种“身”“心”分离的状态
。本书以当代博物馆界与建筑设计之间的错位矛盾为出发点，观察研究20世纪末到21世
纪初新博物馆学和当代建筑学双重语境中的博物馆建筑，提出建筑设计应当了解博物馆
，在与博物馆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适宜的设计创作。
本书在第一章绪论中简要说明了全书的架构，以及贯穿全书的三大线索——博物馆与文
化发展、城市进程、社会变迁的关系。第二章简要回顾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博物
馆建筑发展历程，以过去两百年中设计或建成的最重要、最具表现力的博物馆实例为对
象，分阶段考察了博物馆从萌芽到成为独特的建筑类型过程中，与文化发展、城市进程
以及社会变迁之间的重要关系。本书的重点在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三章从博物馆一直以来不可避免的具体问题入手，考察博物馆自身作为一个系统的发
展历程及其基本理论的发展情况，探讨新博物馆学语境对当代博物馆建筑的影响。在这
一章中，笔者以博物馆的三大命脉——藏品、观众和管理——以及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
的协调发展为基础展开比较与研究，并提出问题，博物馆这个概念是本质的还是历史的
？对博物馆建筑的影响会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以博物馆一直存在的两种研究方法进行了实例考察。一是来自
符号学的诗学的方法，即语言建构和传达意义的方式，由此对展览创造文化表象的方式
进行分析，即意义如何建构并产生；二是政治学的方法，即关注博物馆的话语权问题。
由分析得出，当代博物馆空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
知识的建构以及掌握和运用知识从而产生倾向的历史进程。这说明博物馆建筑也是博物
馆反映世界的手段，和借助于展品一样，博物馆借助于建筑空间表达过去和当前世界的
表象。在当代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专业视角新博物馆学语境中，当代博物馆建筑形成了有
别于传统博物馆建筑的世俗化、探索性与实验性、科技化、娱乐化以及市场化的形态特
征。
第四章以当代建筑的共性为出发点——即在当代建筑学与当代艺术思维、数字化信息技
术、历史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城市发展和再生、艺术流派、大众文化消费等众多因素
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和复杂的情况下，探讨当代博物馆建筑的个性新特点。从本章所列
举分析的千姿百态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独特的建筑类型，博物馆建筑已经将



所有展示其中的作品、品评、观众以及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形成盘根错节的关联
，所以一座博物馆建筑自身也应该是一件统一的艺术品。现代主义之后的异彩纷呈的建
筑理论也在博物馆建筑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中世纪欧洲的建筑师领导美术家和工匠去建筑教堂和房子，时至今日，在博物馆建筑设
计的过程中，建筑师和画家、工艺艺术家、专业学者之间其实很难划清界限。出色的建
筑是一件整体的艺术品，这些工作者的传统分界也渐渐消失。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创新源
于互动空间，源于模糊，源于重叠，源于多种事物。实时（Living）、开放（Open）、
片段（Fragmentation）、表情（Expression）、多样（Diversity）——成了描述当代博物馆
建筑的最常用的词语。在本书的写作中，博物馆的核心问题一直贯穿始终——保护、收
藏、研究、展示、教育和娱乐——这是博物馆这种独立的建筑类型的根本所在。博物馆
界和建筑界都应当正视博物馆建筑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责任和巨大影响。博物馆建筑对博
物馆的专业表达与实践有着深刻的作用；而建筑师在进行设计思考的时候，也应当充分
尊重博物馆内在的使命、功能及管理哲学。
笔者希望本书的分析和研究能够在引起大众对博物馆的兴趣之后，进一步地了解与认识
它，为我国建设共创、共有、共享的博物馆作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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