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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展馆的设计方案等
都是以“泰山博物馆”或“泰安
博物馆”命名的，包括2011年时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的《泰安市
2011-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中，
也提的是“在历史文化轴线两
侧建设泰山文化研究中心和泰
山博物馆（泰安博物馆）”。可最
终我们看到的名字却是“泰山
博物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一转变和一位民
国时期的泰安名人有关。马伯
声（1890-1966），祖籍山东德州，
其父马仁德清光绪年间来到泰
安。成年后的马伯声立下实业
救国的决心，先后创办仁丰纱
厂、仁德面粉厂等，一跃成为山
东工商界的领军人物。

抗战时期，马伯声避居天

津，潜心于城乡建设研究，撰写
了《山东省泰安县建设计划刍
议》，并于1945年出版。书中拟订
出开辟道路、种植树木、水利建
设等未来泰山的开发方略。正
是在这本书中，马伯声首次提
出了“创建泰山博物院”的建
议。他直言：“创设一泰山博物
院，藉游众赏山玩水悠游自得
之心境，灌输以新时代之知识。
有新时代之知识，而后有新时
代之思想；国民均有新时代之
思想，而后方能成其为新时代
之国家。”从中不难看出这位实
业大家欲借泰山开启民智、灌
输新知的拳拳之心。

在后来举行的泰山博物馆
论证会上，泰山文化学者、泰山
学院泰山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周

郢介绍了这段典故，并提出沿
用当年马伯声拟定“泰山博物
院”之名的建议，获得了与会领
导专家的一致认可。

据了解，泰山博物院的展
陈设计方案由文博界“大咖”、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担纲设
计，以“诠释泰山”为本意，突出
泰山“国泰民安”的象征和“泰
山安则四海皆安”的寓意。

新建的这座泰山博物院将
会集泰山人文和泰山自然展示
于一体，涉及帝王封禅文化、民
间文化、大汶口文化、动植物、
古树名木、地质地貌自然景观
等几大部分，与岱庙形成“南庙
北馆”的建筑格局。未来，中外
游客游览泰山将有更加丰富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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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几经推敲 展陈设计由单霁翔担纲

>> 原博物馆缺乏展陈条件 九成文物深藏库房中

泰山是全世界第一个自
然与人文双遗产风景名胜区，
这里不仅自然风光优美，而且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泰
山本身就是一座硕大无比的
露天博物馆。

然而，面对这么一座巨大
的文化资源宝库，普通游客却
很难对泰山的自然和人文资
源有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因
此，十多年来，尽快建设泰山
主题博物馆一直是泰安市“两
会”的热门话题。

秦汉以来，古代帝王纷纷
到泰山封禅告祭，无数文人雅
士到泰山顶礼膜拜，给泰山留
下了大量的古迹和文物，由此，
泰安也成为全省的文物大市。
然而，以保存泰山文物著称的
泰安市博物馆状况却不容乐
观。

1986年，泰安市博物馆依
托于岱庙建馆，馆庙合一，是

一座集文物、园林、古建筑于
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它的前
身可以追溯至1906年，虽屡经
更名，但始终以岱庙为馆址，
并利用古建筑作为文物陈列
室。

根据2013年的统计，该馆
馆藏文物1万余件，其中一级
文物139件，三级以上文物3000
余件，代表性藏品为岱庙旧藏
泰山祭器。此外，该馆还是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现存古
籍近4万册，其中善本700余种
1万余册。

由于岱庙本身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优先要考虑对
古建筑的保护，设计上达不到
文物展览的安全规定，博物馆
绝大多数藏品不能展出，影响
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随
着文物的不断出土与征集，文
物藏品量不断增加，保存空间、
设备远不能满足要求。泰安市

博物馆总面积96000平方米，但
陈列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90%
以上藏品只能在库房中储藏，
世人无缘看到众多珍贵的泰山
文物。

目前，泰安市博物馆有8个
库房用于储存文物，按照碑帖、
古籍、玉器、瓷器等分类储存。
该馆还处在较为原始的湿度调
控阶段，一个工作人员负责一
到两个库房，如果看到库房内
较干，不符合湿度要求，就用杯
子盛一杯水人工调控湿度，费
时费力效果还不好。

现在的泰安市博物馆馆
庙合一，利用古建筑作为陈列
室既不符合免费对外开放要
求，也受到空间、陈列采光、现
代科技手段利用等限制，文物
价值得不到发挥利用。新建一
处现代化博物馆，让泰山文物

“活起来”已到了迫在眉睫的
状态。

泰山博物院位于泰山景区
红门路与环山路交叉口东北
角，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建设。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
元，规划用地面积3 .8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 .2万平方米。

项目选址于泰山历史文化
轴线上、泰山登山盘道入口处，
地理位置优越，由此形成了泰
山、泰山博物院和岱庙三位一
体的布局。泰山博物院项目定
位为保护研究泰山“双遗产”的
重要阵地、展览展示泰山厚重
文化的标志性建筑、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也
是优化提升泰山中路旅游环境
的重要工程。

为实现这个目标，泰山博
物院的设计可谓“千锤百炼”。

泰安市专门邀请了中国科学
院、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
大师吴良镛先生多次到泰安实
地考察，设计出博物馆建设方
案，并经过六次论证修改才敲
定了大体框架。现在我们看到
的设计方案正是吴良镛先生主
持设计，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
和北京设计院修订完善而来。

吴良镛先生的设计方案强
调“融入与根植”理念，即以融
入泰山，根植于泰山文化的土
壤为原则，把“长在泰山上，化
在自然中”作为泰山博物院的
基本设计理念。主题思想是要
体现泰山“大美而不言”的美学
精神，表现出泰山“松石为骨，
清泉为心”的风格，从而达到与
泰山的景色相一致、与泰山融

为一体的设计效果。
从效果图看，泰山博物院

由七个大小不一的“方亭”组
成，而这种灵感则来自于泰山
本土的“高山流水亭”。泰山“高
山流水亭”位于泰山中路的经
石峪山谷处，建于隆庆六年

（1572年）。每到下大雨时，这座
正方形石亭顶的雨水笔直倾泻
而下，颇为壮观，有“天门倒泻
一帘雨”的美誉，是泰山景区的
一处特色景点。

按照这一方案，泰山博物
院采用分散组团的形式，分为
序厅、展厅等七组建筑群，在建
筑原则上运用岩壁造型，兼以
坊、亭点缀其间。整个设计方案
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
厚重的泰山文化底蕴。

>> 谋划十多年 大师灵感来自“高山流水亭”

首次作为央
视 春 晚 分 会 场
亮 相 的 山 东 泰
安，让亿万观众
近 距 离 感 受 到
泰 山 作 为 世 界
首 例 文 化 与 自
然 双 遗 产 的 独
特魅力。春节之
后，泰山又传来
重大新闻：投资
超过6亿元的泰
山 博 物 院 项 目
于2月27日举行
奠基仪式，规划
10月底完成主体
建设，谋划已久
的 泰 山 历 史 文
化 轴 线 新 地 标
即将崛起。

“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
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
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
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
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
镛的心中，创造良好、与自然和
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
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
的梦想。

1922年吴良镛出生于江苏
南京一个普通家庭，1940年进入
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受教
于鲍鼎、徐中、谭垣、杨廷宝、刘
敦桢等我国建筑教育先驱。大学
期间，吴良镛在油印校刊《建筑》
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
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看到，因
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
工作。

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
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
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除了在清
华大学教书育人，吴良镛还积极
参与国内大型城乡建筑项目的
规划设计工作。建筑界经常会提
到吴良镛教授的四个经典之作，
除了今年开工的泰山博物院，还
有江宁织造博物馆、北京菊儿胡
同及曲阜孔子研究院。

江宁织造博物馆位于南京
大行宫地区，是在江宁织造旧址
上建造的一座现代博物馆。建筑
整体风格取中国山水画中深远、
高远、平远之意境，将北高南低
的建筑群尽可能用园林手法加
以覆盖。建筑内复建了织造署中
原有的西池、楝亭、萱瑞堂、西堂
等建筑，从南往北叠叠高起，如
同一幅江南山水画。

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菊儿
胡同改造提出了“新四合院”住
宅设计思路，在保持旧城风貌的
同时尽可能地提高其容积率，使
传统四合院住宅格局得以保留，
避免了全部拆除旧城内历史性
住宅，探索了历史城市中住宅建
设规划的新途径。

孔子研究院总体布局以方
和圆作为基本母题，将儒学的

“仁”、“和”观念融入规划之中，
将现有地段匠心独运、合理布
局。吴良镛在这一工程中坚持从
城市设计的角度研究建筑设计，
从旧城的十字花瓣布局到新城
十字花布局，并通过建筑设计，
发掘礼制建筑、书院形式等文化
内涵，推进曲阜城市设计。

【延伸阅读】

吴良镛的经典之作

马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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