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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建集团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
承接了众多红色建筑项目的设计任务，
成就不少经典力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5 月 28 日，华建集团
特邀曾设计过一些红色建筑的建筑师，
带领媒体团队故地重游，阅读位于上海
的部分红色建筑，分享设计理念，传承
初心使命。随行之间，众人在铭记难忘
的革命历史之际，又为红色建筑设计巧
思啧啧惊叹。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设计期间遭
遇疫情，从开工到正式开放仅116天

华建集团与龙华烈士陵园缘起三十
年前。1994年，时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
计院 （华建集团前身之一） 总建筑师的
邢同和大师规划设计了陵园的基本型制
和规划框架。由于历史原因，“烈士就义
地”游离于整体陵园之外，两者仅通过
地下通道连接，无论是从规划的整体性
上考虑，还是游客的参观感受上考虑，
都留下一个无法忘却的遗憾。

201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率该市四套班
子领导到龙华烈士陵园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提出，要将
分割的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整体连接，
使龙华烈士陵园展陈功能更为统一完
善，进一步提升烈士陵园的整体。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是全国范围内

集烈士关押地、就义地、安葬地于一体
的唯一性纪念场所。

从2019年国庆后，华建集团项目团
队开始着手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的设
计。设计构思遵循以史实和历史文献为
根本，深入挖掘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
弘扬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革
命精神，将项目打造为革命烈士纪念
地、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的规划立足于
完善龙华烈士陵园的空间布局的整体
性。项目团队遵从陵园现有的南北向主
中轴线格局，在就义地和碑林区之间建
构烈士纪念地版块的空间副轴线，借助
环境整治和细节提升，营造通往烈士就
义地的追思氛围。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
空间寓意以“路”为设计主题，是寓意
革命者的慨然赴死之路，是中华民族的
向死而生之路，也是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勇于斗争，
最终实现民族解放的胜利之路。在这一
条近 200 米的追思之路上，设置了“忠
魂颂”广场、“初心大道”“追思花海”
和“斗争与胜利广场”。

就义地内，“英烈坑”“就义树”还
原了英烈慨然赴死的历史场景，“龙华
墙”上镌刻了 77 位在此牺牲的烈士英
名。泰山石上展示了11位在龙华牺牲的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委员，他们是共

和国的基石。
华建集团都市总院副总建筑师刘智

伟透露，现在看到的这个设计方案其实
是几易其稿。在设计初期，邢同和大师
十分关注这个工程，刘智伟经常忙碌到
凌晨二点时，还会接到大师对于设计方
案的修改意见。设计期间，还遭遇新冠
肺炎疫情，最终确定下设计方案是在去
年4月29日。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
专题会上亲自了解设计方案后，一锤定
音。去年 6 月 7 日项目施工启动，至
2020年9月30日龙华公祭日正式对外开
放，仅116天。

刘智伟介绍说，新的规划完成了统
一性与整体性，邢同和大师的心愿得以
实现，这是一份对陵园的三十年的责任
与守护。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项目不仅
是华建人向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工程，
也是华建人三十年践行使命来守护的初
心之地。

在2021年清明节期间，龙华革命烈
士纪念地共接待入园游客 92415 人次，
接待烈士家属及老干部亲属 34307 人
次，提供党课服务31批约1249人次。

从鲁迅墓到鲁迅纪念馆：墓中有
园，以民居形式开创纪念馆建筑的先河

鲁迅纪念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
人物性纪念馆，1994年上海市政府命名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中共中央

宣传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2008年国家文物局评鲁迅纪念馆为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1956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
年，中央决定将鲁迅先生墓地从万国公
墓迁出，选址上海虹口公园建造鲁迅墓
地和纪念馆。当时，该工程被列为重大
工程，并把此重任交付于上海市民用建
筑设计院，由时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
院院长的陈植先生负责鲁迅墓地设计，
时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汪
定曾先生负责鲁迅纪念馆设计。

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墓地占地
1600平方米。陈植先生谈到他当时的设
计构思时说：“鲁迅墓位于园地北段居中
面南，由馆北行，透过常青树叶的空
隙，墓园似隐似现。左转西行豁然至北
首，鲁迅像屹立在宽阔的草坪广场上。
先抑后扬的手法显得含蓄。在墓的设计
中，摈弃了传统的阴沉郁闷的格式，代
之以园中有墓、墓中有园的格局，相映
成趣、爽朗明静。由广场拾级而上，引
入一横向平台，可容纳二百人谒墓，亦为
儿童嬉戏创造了条件。墓的设计一反隐
于碑后的惯例，而是让鲁迅虽死犹生，长
眠于面向群众活动、儿童玩耍的场地。镌
刻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的照壁立于墓后
作为壮阔的背景。墓后是屏风式的土山，
栽种苍松翠柏和樱花、夹竹桃。整个墓园
的设计意在庄重高雅、平易近人。”

在鲁迅纪念馆设计时，汪定曾先生
选择了民居的形式，“因为是南方，不适
宜搞北方宫殿式的大屋顶。江南民居更
能反映出鲁迅朴素、平易近人的精神。”
大屋顶形式在当时风靡一时，被认为是
中国民族形式的标志，而汪定曾先生不盲
目跟风，坚持认为鲁迅纪念馆建筑应具备
江南民居的风味。建筑平面布局采用江
南庭院式，从功能出发，使参观路线井然
有序、毫无交叉，馆内气氛随之宁静顺畅；
建筑立面采用鲁迅故乡绍兴的地方风格，
白墙灰瓦马头山墙，毛石勒脚以及环式
柱廊。朴实无华的建筑造型开创了用民
居形式表现纪念馆建筑的先河。

跟随建筑师足迹 阅读红色建筑经典（上）
——探访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鲁迅墓及鲁迅纪念馆

□本报记者 吴真平

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组
织师生联合创作而成的“ 《这里是中
国》（第一辑）——给孩子的城市简史绘
本”，于 2020 年正式与读者见面。全书
用近 200 张全手绘插图，还原了城市的
真实面貌。

在《这里是中国》（第一辑）收到纷
至沓来的好评后，目前《少儿绘本：我
们的城市》（第二辑）正在如火如荼的筹
备中，继续讲好城市故事，并为建党百
年献礼。

《少儿绘本：我们的城市》（第二

辑） 由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彭震伟教授
领衔，并任《这里是中国》第一辑编委
会主任，联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上海济光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创作
而成，包含六个国内主要城市：哈尔
滨、南京、重庆、澳门、杭州、广州，

给小朋友们带来更为丰富多彩的城市体
验。

目前《少儿绘本：我们的城市》（第
二辑） 已基本确定文本大纲，进入草图
绘制阶段。

（同济）

同济城规学院组织师生创作《少儿绘本：我们的城市》（第二辑）

位于美国国会大厦对面的国会图书
馆建于1800年，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
的联邦文化机构，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大
的图书馆。据说，它保存的各类收藏品
有近一亿两千一百万项，其中包含很多
的稀有图片、古老地图、名人手稿、原
创乐谱、绝版唱片、录音磁带、电影胶
卷和电视录像带等等，几乎囊括了除农
业技术和临床医学以外的所有信息收
藏。有资料说，如果将美国国会图书馆
所有的 130 万个书架连接起来，总长度
就有 850 公里。现在，国会图书馆馆藏
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书籍已经同时以多
媒体的形式保存。

远观国会图书馆大楼，庄重而肃

穆。进入国会图书馆大楼后，首先使我
们惊讶和赞叹的不是如山如海的藏书，
而是气势宏伟而精美的建筑和雕塑。华
贵的大理石立柱、寓意丰富的图案与壁
画，令人目不暇接，真可谓美轮美奂。
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刻有“国会图书馆”
字样的大门门龛上的一幅大理石浮雕，
那是两个手执书卷背依着门框的读者，
左边是个少年，正低头阅读着翻开的书
页；右边是一位老者，正掩卷沉思。这
浮雕寓意深刻：不管是成长中的青少年
还是已经满腹经纶的智者，都需要从图
书中汲取营养。

我们参观了42个阅览室中最大的中
心阅览室，那是个圆穹形的大厅，高达

四层，密密的书架沿
壁排列，那宏伟气势
和静谧氛围，令人不
觉暗暗吃惊。阅览大
厅金碧辉煌，仿佛进
入的不是图书馆，而
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宫
殿。

我们来到了美国
国会图书馆的亚洲部
参观。亚洲部是国会
图书馆专门收藏与东
方文化有关的一个部
门，其中具体又分设
中文、日文、韩文和
东南亚4个部。这里
是中国本土以外中文

藏书最为丰富的图
书馆之一，它收藏
中文书籍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 1869 年 6
月。那时，清代的
同治皇帝为回应美
国国会通过的国际
出版物交换法案，
将 905 册中文明清
古 籍 赠 送 给 了 美
国，由此开启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
文书籍的历史。自那以后，通过购买、
交换和转让等方式，这里馆藏的中文书
籍已有近 100 万册。这些藏书的内容范
围非常广博，但以人文及社会科学为
主，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清代及民国
时期的档案史料、明清及近代出版的地
方志，还有中医药专著等，收藏量相当
丰富，其中还包括2000多部共计6万余
册的中文善本书籍和真迹手稿，它们大
部分是明代和清初版本，此外还有宋、
金、元时期的珍品。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收藏有杭
州西湖边的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基砖洞中
发现的珍贵佛经卷轴、中国历史上最早
最大的手抄本类书——《永乐大典》的
残 卷 41 册 、 两 套 “ 中 国 第 二 大 类
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国少
数民族的许多文字资料，譬如 200 多种
藏文木版印刷品、400 多种满文资料和
3000种云南纳西族东巴文的资料。

亚洲部的中文部还有一份特别的收

藏，就是1938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
间，在中国的大后方重庆、成都、云南等地
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戏剧、歌谣
等各种社会现实的记录资料,总数达5000
种左右。它们是由当时美国政府的特派
专员费正清搜集整理后交给美国政府，
再由美国政府送到国会图书馆保存的。
现在这些资料都已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珍贵文献。

但是，在这个世界图书馆最权威的
美国国会图书馆，却也有令人难以置信
的现实：据中国学者余秋雨自己披露，
2005年初他受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演
讲时，图书馆的负责人为了表示对他的
热诚欢迎，特意取出了一大堆馆藏的余
秋雨著作来给听众做介绍。不料，余秋
雨却发现这些书中至少有一半的书虽然
封面上都署名是余秋雨，但是书名却是
他这个“作者”从来不知道的。原来，
美国国会图书馆采购和收藏的余秋雨著
作，竟然有一半是盗版书和伪书。这真
是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观记
□一 今

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于 1957 年由法国文化部设
立，以表彰文学界或艺术界的杰出人物，或在世界范围内宣
传法国文化做出突出贡献者。

近日，法国文化部授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伍
江教授、邵甬教授“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以表彰两位教
授在城市遗产保护、中法交流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授勋仪式
于5月25日晚上18时30分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官邸正式举
行。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严爱华、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刘颂，以及阮仪三、周俭、卓健
等作为嘉宾受邀出席。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纪博伟在致辞中回顾了伍江、邵甬的
职业生涯。

伍江在同济大学和上海市政府四十多年的工作中，积极
地将法国的经验引入中国城市的实践之中。伍江与周俭等在
上海率先创新性地编制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在今天依
然具有先进性，上海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体系也堪称典
范。通过与外国同行之间的密切对话，伍江也为法国带去了
新的视角，为此他于2015年当选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

邵甬于1998年UNESCO在苏州召开的关于中欧历史名
城国际会议后与法国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在法国夏约学校时
任校长阿兰·马伊诺斯先生、法国建筑与遗产城当代中国建
筑观察站主任兰德女士的支持下，他成为法国夏约学校的第
一位中国学生参加法国国家建筑师培训。回国后，邵甬积极
推动中法之间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先后组织了四次
城乡遗产保护联合设计，同时也为平遥、丽江、皖南村落和
江南水乡古镇等遗产地提供了保护发展的思路。在上海历史
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和挂职徐汇区规土局副局长期间，
邵甬对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纪博伟认为，伍江和邵甬推动的是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
城市规划和遗产观念。他们反对毁坏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留
存下的杰出建筑遗产，但不是采用僵化和封闭的遗产保存方
式，而是制定一种面向未来、造福本地居民和面向世界的城
市规划，这是一种具有融合力和凝聚力的城市规划范式。

授勋仪式后，到场的嘉宾继续展开了轻松而又热烈的交
流。

2005 年法国文化部“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
同济城规学院城市规划系的阮仪三教授与周俭教授也对两位
新晋获勋的同仁发表了祝贺。

阮仪三教授表示，伍江教授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对
上海近代建筑历史有深厚的研究，特别是在担任上海市城市
规划局副局长期间，对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制度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城市治理
的推动具有极其重要的关键作用。邵甬教授从1990年代初就跟随他进行江南
水乡古镇保护的调查、研究工作，后到法国进行系统的学习，回来后深入探讨
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的道路，提出了人居型文化遗产保护的理
论，并在平遥、江南古镇、皖南村落等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
果。阮仪三希望，未来他们能够为中法在建筑与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做出
更多的贡献。 （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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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至20日，世界高层建筑与
都市人居学会 （CTBUH） 在线上举办
了2021年高层建筑+都市人居先锋会议。

在会议上，项目相关的专业人士和
业主介绍并展示世界各地最先进的高层
建筑、前沿技术和突破性的行业实践，并
在最后颁发了各类别奖项最高奖。今年，
有超过160个项目在28个类别的奖项中

竞争，来自40多个国家的800多名同行参
加了这一活动，这其中包括这些项目背后
的投资商、业主、开发商和使用者。

温哥华住宅荣获2021年全球最佳高
层建筑奖。温哥华住宅因其创造性的体
量概念而获得认可，它是通往温哥华的
门户，并通过精心设计的平台与社区进
行有意义的互动。这个住宅建筑位于温

哥华的主要入口，坐落在一个紧凑的三
角形场地上。它距离繁忙区域30米，确
保了居民可以享受没有噪音和繁忙交通
的城市景观。

中国多个项目获得奖项。其中，重
庆来福士广场获得最佳高层建筑奖及最
具人气奖（300-399米）、消防与风险工
程最具人气奖、结构工程最具人气奖；

中信大厦获得最佳高层建筑奖 （400 米
及以上）、亚洲最佳高层建筑最具人气
奖、消防与风险工程奖；亚洲金融大厦
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获得亚洲
最佳高层建筑奖；新世界中心获得都市
人居 （建筑尺度） 最具人气奖；丽泽
SOHO获得室内空间最具人气奖。

（CTBUH）

CTBUH2021全球奖最高奖获奖项目揭晓

巴西最负盛名的建筑师，2006年普
利兹克奖得主保罗·门德斯·达·洛查
于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在圣保罗因病去
世，享年92岁。这一信息得到了巴西建
筑和城市主义理事会及其家庭成员的证
实。

保罗·门德斯·达·洛
查 出 生 于 1928 年 10 月 25
日。1954 年毕业于巴西麦
克肯兹建筑学院，毕业后不
久就赢得了圣保罗保利斯塔
健身俱乐部系列运动场馆招
投标竞赛。该作品为他赢得
了公众知名度，并因此获得

了1961年举行的第六届圣保罗双年展上
的总统奖。在之后的数年内，他开始成
为巴西最负盛名的建筑师之一：2000年
获密斯奖，2006年获普利兹克奖，2016
年获威尼斯双年展终身成就金狮奖，
2021年获得国际建协金奖。（设计快讯）

巴西著名建筑师
保罗·门德斯·达·洛查因病去世

近日，由 Aedas 全球设计董事韦业
启设计的杭州阿里巴巴达摩院已开工
建设。该项目作为未来阿里巴巴达摩
院的首个办公园区，集最先进的智能
办公室、研究实验室、访客和展览中
心以及相关配套设施于一体，力图在
余杭南湖畔打造世界级一流科研院所。

按业主要求，建筑外形需彰显特
色，突显达摩院东方底蕴与西方文化相
交融的企业气质，呈现其面向未
来尖端科技、结合多元前沿学科
的企业特点。项目地处杭州城西
科创大走廊的核心区域——余杭
区南湖科学中心，作为未来科技
城“一城三中心”的重要组成部
分，周边汇集了多个余杭区重要
创新项目，未来将成为引领余杭
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区域。

基地面积广阔，总占地面积
228100 平方米，南北与东西方
向的进深都接近500米。周边交
通便利，西南侧紧邻南湖地铁
站，南沿杭瑞高速及 329 国道。
并且拥有丰富的景观资源，东、
北两侧临南湖，周边有南湖湿地
公园以及未来待开发的达摩公园
等，草木丰茂。如何在此打造一

座微缩城市，协调多方向的车流、人
流，充分调动景观资源，让建筑融入周
边自然肌理，成为设计的一大考验。

设计团队周详考量环境因素，从叶
片中汲取布局灵感，仿照叶片脉络构建
景观及轴带系统，将园区打造成为浮于
南湖水面飘然生长的一片菩提叶，以缤
纷水畔一叶浮生的独特景象，塑造杭州
风雅清丽的城市名片。 （Aedas）

Aedas设计的杭州阿里巴巴
达摩院南湖园区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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