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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内容概要

“堂奥”书系由读库策划，以建筑作品为主角，立足于“用一本书的体量，把一座建筑写透”。 本书
为该系列第二本（第一本为《农禅寺：水月》），介绍的是坐落在江南古镇的国际水准大型现代剧院
——乌镇剧院。这座剧院因乌镇戏剧节而生，借用并蒂莲的意象，历时三年，2013年5月落成，至今已
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乌镇戏剧节，及两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被人们誉为“中国最美剧院”。
乌镇剧院是作者实地考察的第一个姚仁喜作品，建筑师亲自担任向导。本书从专业角度介绍建筑师在
空间的经营、造型的推敲和工艺的追求，并辅以作者与其本人的采访，揭开这朵盛开在水乡深处的并
蒂莲是如何由一个想法到设计建造的过程，及如何做到与江南水乡古镇完美融合。书中多幅建筑图纸
和照片进一步展现了剧院外部的老船木冰裂纹花格窗，斜砌京砖墙所体现出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和
工程之美。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http://t.cn/RGfT5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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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作者简介

王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他在《读库》刊发的“建筑史诗”系列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袁牧，建筑师，多年来从事唐宋木构建筑、乡土民居、风景旅游建筑及当代佛教建筑的相关设计创作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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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书籍目录

序
引言 莲生江南
第一章 水乡舞台
第二章 空间戏剧
第三章 如琢如磨
第四章 精在体宜
结语 花开并蒂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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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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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精彩书评

1、不知为何会如此喜欢乌镇？也许是十年前班级活动第一次来到这个如梦似幻的江南小镇，也许是
四年前新年里和朋友们的一次尽兴之旅。也许是黄磊当初的《似水年华》，也许是陈丹青眼中的木心
先生。“来过，就不曾离开”，因为来过，心的一部分就住在了这里，总想着什么时候再回来。老早
的乌镇大戏院看到王南“堂奥”建筑系列著述《乌镇剧院 并蒂》，满满的回忆又回来。其中说起赖声
川导演和黄磊等人来到乌镇，拍戏、演戏剧，想要创办“乌镇戏剧节”，再到后来在陈向宏的支持下
设计建造“乌镇剧院”。说小镇有其独特的规格和韵味，是城市所体会不到的。乌镇封闭式的结构，
本生就想一个舞台，充满了梦幻的色彩，让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可以做梦，就像戏剧给人带来的感受
一样，所以没有哪个古镇比乌镇更适合举办戏剧节。 读到这种戏剧给人带来的梦幻感，脑海中马上想
起的是维罗纳圆形剧院和她的歌剧节。2015年夏天和几个伙伴来到意大利的秀美小镇维罗纳，那个上
演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小镇；那个有着朱丽叶的阳台的小镇；还有莎士比亚戏剧学院。整个小镇
真的很小，如果有时间，用脚丈量也可以。封闭性，也有些。我们从威尼斯坐火车来到维罗纳，火车
站很小，不像国内有很大的站台，站楼和安检。下了火车，走着走着就走出火车站了。夏天的意大利
烈日当空，各种晒。拖着沉重的行李找宾馆也走了好久的路。傍晚坐公交去维罗纳中心，路过城堡后
，就感觉来到了几世纪前的欧洲小镇，除了偶尔看到的公交和商店，是有点穿越的感觉。去的那几天
，正值维罗纳的歌剧节，类似罗马竞技场的圆形剧院外满是游客，还有各类布景设施和道具。事先也
是知道的，但是无奈不懂意大利语，到达的那晚的剧目我们也不熟悉，就作罢没有订票。维罗纳圆形
剧院吃过晚饭，漫无目的地走在维罗纳的街头，小巧悠久的教堂、斑驳高耸的城墙、戏剧节的各种广
告都让人忍不住想投身其中。走着走着来到朱丽叶的阳台，正巧，当晚在庭院中演出《罗密欧与朱丽
叶》。简直就是意外之喜！15欧，我们就买了票。演出前有个小小的酒宴，拍拍朱丽叶的铜像和阳台
。剧院破败的外墙，但还是很牢固的。一个清脆生动的女生，戏剧竟然开始了！那个晚上，我们跟着
主创在庭院里，古镇的各个角落，和演员们一起完成这出戏，最后回到剧院中，还有演员和观众的互
动。整个晚上的经历只能用“梦幻”来形容！好像穿越到几百年前，共同见证了这场旷世奇恋。梦幻
和戏剧，维罗纳当之无愧。现在想来，那一晚，还是如梦似幻，有些许不真实。 庭院里的《罗密欧与
朱丽叶》剧院中的朱丽叶之死就像乌镇戏剧节的主创所设想的那样，游客在桥上廊下，演员乘舟一幕
演过，另一幕的演员从另一头的船上游来。你能想象吗？和我们想象中的戏剧截然不同。真想亲身体
验！ 就这本书而言，字有点小，照片排版看得我有点累。内容整合得很好，篇幅长，开本小了就有点
厚，单手不是很好拿。但是完全被内容吸引，有点停不下来。其中提到的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真是令
人崇敬！更增加了想要近距离观察乌镇和这个剧院的心情。一本书，不论其他，能激起如此的兴趣和
激情，又能勾起如此往昔美好的回忆和联想。能不说是成功的嘛？！ 读着读着看到总设计师姚仁喜的
太太是任祥，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一套她主编的《传家》。有种我的文学界从此连起来了的感觉！再细
想，不就是读库推出的么，所以，笑笑，这些时光中，读库对我的影响和重要性。 希望以这样的态度
让我们读到更多更好的书。 （文中的图片都是自己的渣画质拍摄，请勿随意使用！虽然拍得难看，但
是盗图必究！）
2、这部小册子在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随着读库一起送到我手上时，当下并不感兴趣，一是不懂建
筑与设计——对主题不感兴趣，二是不识作者与建筑师——对人物不感兴趣，三是不喜商业化古镇—
—对乌镇不感兴趣，但是（一般紧接就是转折），因为读库出品又是老六的策划，加上3月去上海看
了建筑师本人的作品展——[内境／外象]一改原先观感，打算去乌镇走一遭，出发前把书当预习看了
一遍。第一章[水乡舞台]把建筑缘由说明白了，即为什么在这么样的地方造这么样的剧院，看完后觉
得虽机缘巧合也有必然如此的顺理成章，关键人物是陈向宏／黄磊／赖声川，最后是主角姚仁喜，都
是有故事的老男人。第二章[空间戏剧]第三章[如琢如磨]把建筑理念和细节透过作者与建筑师对话直
接表达出来，对话录的好处就是读者作为直接的聆听者，接收到的是较为原生的思想而非由作者加工
后的转述，里面有几个理念比较有意思：——材料的选择，是设计深化的重要方面辅助性元素无功无
过最常态，若要出彩必要锦上添花才是，剧院是一个整体缺哪一方面都不行，不光材料，包括灯光、
音响都是深化设计的重要方面，设计再棒，没有出彩的辅助性元素也易落得平庸——“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去北京玩的时候，留意漂亮的古建筑从未留意过砖墙因为看不出门道，王南讲起北京城墙那
“五扒皮”的功夫——每块砖都要切六个面才能堆砌起来，乌镇剧院虽比不上皇城这般讲究，确也是
师傅们手工一块一块打磨堆砌出来的，传递出的匠人精神，让建筑的层次上了很大一级，给予人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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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很大感动——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完成，形成简单的结果看上去相悖的话，细究起来又很有道理，简
即美，建筑如此，科学如此第四章[精在体宜]建筑相较于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很大的区别在于现实
中它的实用性远大过艺术性，且建筑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存在于另一个独立（且可能完整）的环
境中，建筑可以不复杂，但具备艺术性质的建筑是很复杂的工程。乌镇剧院无论从外构内装、内在气
质难得与如梦水乡乌镇切合得恰如其分，不给人突兀感实在难得，得益于建筑师的“退”，很佛性的
建筑风格，与建筑师本人有关泱泱历史长河里的人事物因多样性才有趣——而有趣这件事让即便不专
业的人也能get到有趣就是件很有趣的事，艺术有趣在它的美和多样性，建筑也是，当下评价如何往后
评价如何既已脱离设计者和建造者掌控，亦不全在眼前的你我，也许够实用存在够久久得挖掘出它的
艺术性，也许存在得够短暂短到显得它弥足珍贵，贝聿铭的卢浮宫、雷姆·库哈斯的央视大楼、扎哈
的银河soho至少落成当时都充满争议，但之后谁知道呢，对于我们来说，有生之年看到这些有趣的东
西才是最可贵，不必预先在意看不看得懂，看懂有看懂的懂法，看不懂有看不懂的看法
3、作为建筑师的推广软文我给5分！为什么这么说，建筑师这一职业男性居多，在经过学校常规理科
教育之后，半数建筑师不善言辞，心中有无限丘壑，无奈不知如何抒发胸臆。这本书通过两位建筑史
博士的访谈，对乌镇剧院的设计初衷、愿景以及姚仁喜自己的设计思维进行梳理，一层层拨开，就像
拨开荷花层层的花瓣看到的莲心一般，一个“活生生”的乌镇剧院映入眼帘。【p121 人的一生，所有
角色都是在扮演另外一个有趣的评论是雷姆.库哈斯讲的。他在和我们合作台北艺术中心的时候，有一
次我们在台湾见面，他说晚上想去看一场戏。我们去了以后，站在夹层的阳台上，他就观看观众到底
怎么回事。我们就站在哪里看，知道观众全部进场，他说可以走了。他不是来看戏的，是来看人的。
他做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评语，第一，台湾人没有时尚的概念。我们去看戏，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穿，拖
鞋啊、T恤啊。各种人很随便，台湾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第二，他观察到很有趣的是，开演大概5分
钟，一堆人涌进来，然后进去就看。他说在国外很少有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他观察的很敏锐，因为
我在台湾也很喜欢去看戏，可最遗憾的是，看完大家都走。。。。】这个问题不光在台北发生，同样
也发生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周日晚上的节目，歪果仁演奏家等待着中国观众热情的要“安可”的时候
，家长们带着自家娃走了，不带一点留恋，呆呆的站在台上，好吧，收拾好乐器，大家去庆功吧！【
说到诚品书店，看来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舞台设计”。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特别去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其实很多人是在那里假装看书。很香再演。其实那里是一个交际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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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剧院：并蒂》

章节试读

1、《乌镇剧院：并蒂》的笔记-第55页

        他做一些酒店和住宿的地方，他说“我就要做一些没用的东西”。我说怎么讲，他说做点墙啊，
做个院子啊，做一些没用的东西，他说要是每一个东西都有用了，那不成了星级酒店了吗。

初一看觉得牛逼，但莫名其妙的想起了一个段子：咱们蓝翔如果不踏踏实实学本事,那跟清华北大还有
什么区别呢”。

2、《乌镇剧院：并蒂》的笔记-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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