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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前言

　　如何建造一个美术馆，如何在中国建造一座“正确”的美术馆。只有建成美术馆的人，才能给出
解答，恰逢他愿意，而且能够。的确，四顾难觅，此何人哉？　　美术馆不是一个外型。外型只是美
术馆的建筑，或者表象。外人见其外型，而真在其内。美术馆则是一个行为，承托着收藏、保管、展
览和教育，又协调着政治体制、经济状态和文化境遇，还解释着来者（观众）、在者（馆中工作人员
）、去者（作品和展品的作者）的千丝万缕的意绪、情节、冲突和希望。　　当然，美术馆又不能不
首先是一个外型，一个标示，一个情性的凝结。喧赫于众目之中而苏世独立，招摇在群殿之上而非比
寻常。亲切迎洽着芸芸众生，诱之以美丽，潜化在崇高。给艺术的责任留下最后的城墙，把推动社会
趋向光明与公正的志向隐约进似是而非的逍遥。　　就在昨天，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验收合格。设计
者即作者矾崎新将在中国确立事业的丰碑，留在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最高学府的门旁。而默默地在其
中解决了成千上万的琐务细节的行为，则在今天，集成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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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内容概要

如何建造一个美术馆，如何在中国建造一座“正确”的美术馆。只有建成美术馆的人，才能给出解答
，恰逢他愿意，而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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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作者简介

书上翻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只知道官方名号是：中央美术学院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 中央美院美术馆“
鲨鱼”的执行、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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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书籍目录

序引子西行取经法兰克福印象展柜工艺柏林融合与包豪斯握手飞扶壁支起科隆大教堂建筑科技的光芒
斯特灵：后现代建筑的早期代表德国表现主义辉煌慕尼黑——博物馆天堂重温西方美术史包豪斯精神
再演绎归来怀想建馆纪行邂逅美术馆跑“前期”委托设计与信任第一次设计沟通美术馆形状的由来设
计与造价控制用刚性石材做成柔性曲面以诚相见是行为而不是口号安全生产金来换建筑是“集体”不
变的立场立馆视点关于美术馆的知识准备把可行性研究报告做实把设计任务书做细展厅是核心美术馆
的“眼睛”——光有效利用自然光专业化的藏品库是艺术品的栖身地装卸口与货梯是美术馆的咽喉消
防的制约性条规“破冰”“安防设备”替代不了责任心美术馆建设要素巡馆印象展览归来从苏州博物
馆想起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的遗憾四川美术馆的叹息广东美术馆国际化江苏省美术馆老宁波美术馆酷上
海美术馆经典中国美术馆气派新写浙江美术馆建馆大事记后记美院新馆述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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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章节摘录

　　德国大街上走的多数是老人，看得出这个国家老龄化问题极为严重。年轻人怕生孩子、养孩子，
和中国人养儿防老观念形成了对比。德国人怕是怕养不出高质量的孩子，高质量靠人力和财力上的高
投入，多数人担负不起。欠发达国家的人想的是养活就行，因而胡乱地生，这样 造成低劣的恶性循环
。这是矛盾的两极，多了有问题，少了也成隐患。后来听说德国人口是负增长，应验了我的感觉。　
　商店晚上8点关门，周日不上班，这是政府的规定。休息日让人去祷告，或者去美术馆，找到精神
的纯化。即使街上的商铺开门，光顾的人也没几个，我想多半是亏本生意。坐火车，车厢内也没多少
人，难怪车票比机票昂贵。再想想中国的商店，购物交钱都得排队，买卖两旺；火车上拥挤不堪，飞
机场川流不息，透支自然。这样下去恶果无穷，因为你把明天的用了，那越往后又怎么办呢？　　德
国的贫富悬殊距离不大，城乡差别几乎没有，在大城市与小乡镇生活完垒一样舒服，城市发展均衡。
我从法兰克福一路南行8个城市，总的印象是城市与城市之间没有太大的反差，不像上海与银川，而
德国的城市都各具特色，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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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精彩短评

1、建馆不容易
2、很真诚的纪录。
3、算是新鲜
4、甲方写的书，还算新鲜
5、对建筑师和甲方来说 极有意义的的参考书

6、挺实用的
7、因为要跟中国美术馆的项目，采访的时候谢馆送了这本书。那天其实并没有多聊。他说什么都还
没做，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媒体的。感觉人真的非常务实。而书如其人，文字质朴，时而有趣，但
看完掩书时发现从中学到不少，添补了我在这方面知识的欠缺与空白。
另，很喜欢别人送书给我，好开心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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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美术馆》

精彩书评

1、因为做项目的原因 需要参观一些展览馆考察一些节点的做法恰巧之前为央美美术馆做灯光设计的
公司这次也在与我们合作在美术馆里看到的这本书 用线牵在桌上 破破烂烂  记录的是从美术馆开始筹
建到建成的种种故事  顿觉有趣工作人员说此书断货 我们不可能再买到正哀叹命运呢 灯光公司的王先
生说他那里有很多如果想要 可以送基本给我们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 还寻思着怎么才能真的把书搞到
手没想到周一一早 他的助手就打过来问我要地址快递也善解人意 上午发的 下午书就到了作者是以业
主的身份来写的这本书作为一向受到欺压但是依然要给业主制造难度然后又奋力和各方抗争的建筑师
阅读此书 真有点儿哭笑不得虽然甲方也有甲放的难处但是站在建筑师的立场除了需要密切配合之外敌
我关系依然是主线总的感觉是 世界上的痛苦总是惊人地相似
2、上周去北京两日旅行，之前去过四次北京，这是头一次去央美。忘记进的是哪个门，入门就能看
到矶崎新的美术馆，独特的弧线。进入内部，是熟悉的白色，让我想起原大师，之前是不知道是矶崎
新的作品的，但是已然嗅到了日本设计师的风格。独特的展览馆室内设计，展览动线清晰。大空间与
小尺度的结合，为展览策划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间。在一楼的纪念品兼书店，看到了最后一本‘展览
美术馆’，出于对于旧书天生的喜爱，看到破旧的封面就已然决定购买。回去的路上一直在阅读。对
于作者，书内介绍不多，但也许央美的学生有所了解。这个不重要。名家也未必每本著作都是好书。
主要的是，它记录了从预备阶段到最后落成的过程。习惯了仰头看建筑的我，越来越好奇其中艰辛的
或是曲折的建设过程。这可比观赏建筑还让人着迷。PS.本人专业是景观，但是建筑跟咱关系还是很紧
密的～
3、艺术家分两类：才华横溢的毕竟孤注一掷，因为自恋与自我；平淡无奇的一辈子作个默默无闻的
工匠。很少有折中的，艺术家痛恨中庸。可唯独谢先生找到一条即便朴实无华但即可突破中庸之道又
可不逊色于人文艺术大师的路，他跳出三戒外，冷看五行中，一手握着文艺理论的思路，一手握着工
程设计与建设的实践，可谓融会贯通、中西合壁。就是凭着这么个定位和努力，足矣让谢先生在文艺
与建筑设计圈子吃上几年本钱了～其实如若让我选择，我宁愿选择偏执的创造者，即使孤独。因为艺
术这点事，其实与才华相关，无所谓汗水与付出，这是上帝给的。
4、两年前在中央美术学院看到的还只是建筑的骨架，最后一次离开北京的时候也只瞻仰了它的外观
，那时还未开馆。我去看过模型，也在30层楼的地方俯视过它的顶面。很多人说那像一只高更鞋，也
听说是书法中的一“捺”。昨天读完谢先生这本《展览美术馆》才了解到设计者设计的思维与想法。
这本书越是读到后面越是觉得来劲，像是一本修建美术馆点点滴滴的日记。并且专业性的知识和经验
都详细列出，一向对建筑外观感兴趣的我现在才了解到性能不可忽视，很有学问可做。书尾处的“巡
馆记”让我也有了对自己家乡的四川美术展览馆有着新愿望。美术馆陈列的藏品被展览，供我们参观
，学习，研究。然后当代，美术馆也被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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