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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域博物馆一

难忘巴黎那些老建筑里的博物馆

徐善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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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讲述了作者在巴黎考察时的难忘经历，介绍了一些历史建筑改建博物馆的经典案例，同时思考了未来中国博物馆

事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利用现有历史建筑。

关键词巴黎老建筑博物馆文化元素

翻阅我在国外考察的笔记，发现在英、法两国看

过的53家博物馆，竞有39家建在数十年或百年以

上的老建筑中，即新建筑的比例仅占26％左右，这

对中国的同业者来讲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近二

十年来，我国博物馆事业风生水起，进入了历史上难

得的快速发展期。到处可见各地以博物馆名义建起

的风格各异的标志性工程，动辄三四万平方米，多见

六七万平方米，甚至是超过十万平方米的特大型建

筑。目前，全国各类博物馆累计已突破4 500座，在

数量上无疑已成为世界博物馆的大国。在这样的形

势下，业内同仁曾有一种说法：与国外博物馆相比，

我们不差在建筑上!言外之意，大家都能理解，实际

果真如此吗?我极力回想并琢磨着在欧洲一些国家

看过的博物馆，特别是巴黎那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的老建筑里的博物馆，让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对东西

方博物馆的许多认识还显肤浅。对近代200多年的

世界博物馆发展史，我们确实还有许多没有认识的

东西。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火车头”。走人曾被人们称

为现代之都的巴黎，可能不同人群都会从不同视角

认识这个“火车头”的结构和功能，但也一定会有共

同的印象：以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为城市

原点，沿塞纳河铺展而成的巴黎街区，其建筑风格到

处可见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巴洛克艺术，特别是

一些辅有柱廊的王宫、教堂等大型建筑，又与广场、

雕塑或绿地相连，通过一条条小石块铺垫的马路连

接四面八方，这些无不显现昔日曾有的辉煌。但是各

国游客的目光和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住，他们更喜欢

流连于这些建筑内的另一个世界：著名的卢浮宫、发

现宫、奥赛博物馆、巴黎历史博物馆、法国军事博物

馆、拿破仑博物馆、集美博物馆等等都汇集在这里，

俨然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博物馆群落，这个群落的“物

种”充分表现了博物馆的生态多样性。这就是巴黎以

博物馆为主题构成的城市核心区域，虽然不见新式

的现代建筑，但却构筑了巴黎这座现代城市的灵魂，

并成为世人“朝觐”的文化圣地。

这里我说到的“灵魂”，是以人们追求的价值和

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我认为，现代城市

的灵魂应该是大众与先进文化的融合，而博物馆又

是构成这种灵魂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但是，世界一

流的博物馆并不是想建就成、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

与文明进步的产物。还是以巴黎为例：卢浮宫，一个

300多年前的旧城堡几经扩建和功能变换，成就了

这座荟萃西方古代艺术的殿堂，而其之所以能够于

17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社会大众开放的艺术

博物馆，则是永载史册的法国大革命争取民权的结

果。法国军事博物馆原是法国政府为安置“二战”期

间和战后数以千计伤残或年迈而又无家可归的军人

的地方，称为“荣军院”。几十年的岁月让这里的老战

士渐渐离去，但胜利与光荣永存。虽然这里的建筑不

甚宽阔和壮观，楼层净高仅有4 m左右，政府还是

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军事博物馆，让人们不能忘记这

段艰难而又光辉的历程。实践证明，他们的理念与决

策是正确的，并创造了奇迹，其展示内容与形式令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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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行刮目相看、高度赞赏。我崇敬创建了全球第一

座科学中心(1937年开馆)——巴黎发现宫的法国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让·佩兰先生，我也同样崇

敬当年的政府决策者能够批准这座科技馆占用了历

史上著名的“大宫”，使普通民众进入了昔日神圣的

殿堂从事科学活动。我走进巴黎地下排水管道现场，

参观实际运行着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这里管道纵

横、污水暗流，展现了任何一座现代城市不能缺少的

“地下文明”。因为年轻时看过令人惊恐也令人感动

的《巴黎圣母院》这部电影，记住了大作家雨果的名

字，我执意要去看看雨果纪念馆。该馆是一座19世

纪中期的建筑，也是雨果的住宅，今日斯人早已离

去，但他的书房、客厅以及他与家人的合照依旧存

在，这一切让我想起了他的一句名言：真正完整的

诗，存在于矛盾的协调统一之中⋯⋯

巴黎的博物馆是来一次看不完的，如果在那里

能够再了解得更多，我们可能会更深入地认识到各

类博物馆的诞生和发展是多么自然地融人了社会文

明进程的生活之中!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博物馆的建筑也应

是如此，并注重与人文的结合；而科学博物馆的建筑

更应该强调科学、人文与艺术的融合。对此，巴黎不

乏其例，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我仅从博物馆的角度

欣赏着巴黎老建筑的新功能，同时也惊奇于这座城

市核心区域永远不变的建筑风格，难道法国人在一

二百年前建造的一栋栋楼房就那么坚固耐用、功能

齐备、永不损坏?事实并非如此。据知情者介绍，政府

为保留巴黎建筑的艺术特色，明令每座建筑如要进

行改造更新，必须做到基本结构不变、外观不变。奥

赛博物馆这座奇特壮丽的艺术宫殿，原来是1900年

建成的一座中央火车站。据有关资料介绍，1978年

的改建方案中原有立柱和金属横梁框架，以及灰墁

装饰都被原封不动地保留，并加以修缮，突出了重新

设计的博物馆内展厅的布局规划和轮廓，最终赢得

了世界艺术界和广大公众的认可。巴黎建筑博物馆

比中国近些年兴建的一些城市规划馆的气派小多

了，那里只是展示了大量巴黎城区的建筑图纸和模

型，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馆的建筑是一座百

年有余的二层老房。进入馆内，可以明显地看出原建

筑较为单薄的墙壁和楼板已不再适应博物馆的需

要，但这座博物馆依然运转良好，奥秘何在?原来这

座建筑在进行规划设计时，根据展馆的需要，首先在

楼房墙壁的内侧建造了一个在建筑学里称为“自生

根”的金属框架结构。这样，展示内容的悬挂和二楼

的平面荷载都附着在这个“自生根”的构架之上了，

原建筑不会有任何破坏性的损害。这可能就是巴黎

市利用老建筑发展现代博物馆事、Ik的一个重要经验

吧。

同样，未来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发展乃至所有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不可能都建新楼。在这种情

况下，巴黎老建筑里的博物馆建设经验有多少可供

我们借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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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describes some museums set up in historic buildings in Paris that he found

interesting and recommendable。It is advisable for designers of museums in China to learn from the

examples set by their counterparts i n France when they choose the locations of new museum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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