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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残缺的历史场地中进行建筑和城市的
“

再写
”

并非重新构建历史 ， 更 多地是对 历史作 出诠释 ： 将该

场所视 为一 篇业 已消失 或者文字不全的历史残卷进行

解读 ， 需要对残留遗迹以及抹除和缺 失的内容给 出解

释 。 中 国科举博物馆 如 同
一

出跌宕起伏的五幕戏剧 ｆ

在这里 ， 诠释性 的
“

场地再写
”

为该场 地与 当代文

化建立起联 系 ， 揭示 出场地的多重意 义和 内涵 ， 而这

些都让情境记忆以及建筑新作 品本身 变得更 为丰满 。

关键词 博物馆 ； 建筑叙事性 ； 再写 ； 建筑考古 ； 建

筑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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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况

项目 名称 ： 中国科举博物馆

地点 ： 南京

业主 ： 南京夫子庙文旅集团

建筑设计单位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 刘克成建筑工作室 ， 建学建

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

设计团队 ： 建筑 ／ 刘克成 ， 肖莉 ， 吴迪 ， 王毛真 ． 罗婧 ． 高元丰

结构 ／ 石维 ， 樊淳飞 ． 刘健平

合作单位 ： 灯光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张昕工作室 ， 景观 ／ 苏州蒯

祥古建园林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时间 ： ２０ １ ２ ． ０６
－

２ ０ １ ３ ．０ ６

建造时间 ： ２０ １ ３ ． ０８－２ ０１ ６ ． １ ２

基地面积 ： ２９ ００ ０ｍ
２

建筑面积 ： ２７ ００ ０

层数 ： 地下 ４ 层

结构形式
：

混凝土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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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舍上空看科举博物馆

２ ． 中国科举博物馆 （ 江南贡院 ） 及夫子庙总平面图

３ ． 科举博物馆轴线曰 景

４． 秦淮胜迹图

５ ？ 江南贡院全景照 片摄于清光绪十四 年 （ １ ８８８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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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和挖掘都是构造建筑形式的技术手段 。然而 ，

在刘克成于南京设计的这座博物馆里 ， 挖掘并不局限

于将基座定义 为与地面 的接触处 ＼ 而是
一

座完全位

于地下的建筑的主题 。 该建筑通过螺旋形 的路径深入

地下 ２ １ ｍ ， 在城市的地层深处守护 着江南贡院的历

史记忆 （ 见图 图 ３ ） 。

江南贡 院建于南宋时期 （ １ １ ６８ 年 ） 。 当 时南京是

科举省试 （ 江南东 路 ） 举办地 ， 而江南贡 院是考场 ，

考试管理机构也于此开设 。 科举考试打破 了封建 时代

的文官世袭制度 ． 官 员的选拔不再任人唯亲而是任人

唯贤
，

这一举措成为现代官僚选拔制 度的基础 。 科举

制度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 到 ２０ 世纪初 由于不适应

现代化进程而走 向终止 。

截止 １ ９ １ ８ 年 ， 江南贡院 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拆除
ｍ

，

只有几座核 建筑 （ 文革期 间遭到破坏 ） 及少量号舍

得 以幸免 （ 见图 ４ 、 图 ５ ） 。

中 国科举博物馆是大规模的城市改 造中 的
一部

分 ， 旨在
“

恢复
”

南京的历史文化记忆及振兴 当地传

统文化 （ 见图 ６？ 图 １ ２ ） 。

博物馆 这个 １ ９ 世纪西方主 导 的主题
２

， 在 大拆

大建和全球化 的推动下 ， 眼下在 中 国正成 为重新安置

历史记忆 ， 接续城市文脉 的崭新纪念物 。 在
一

个处于

纷繁复杂转型期 的社会 ， 保护文物 在其历史空 间里 的

持久性 （ 无论是真实 的还是象征性的 ） 的需求从无到

有 ， 而且变得不可或缺 。 历 史空 间消失后 留下难以填

补 的空 白 ， 而这些人工 制品可以让历史变得 生动鲜活 。

历史遗迹业 已消失 ． 而博物馆深深地嵌入到这样

一

个去空间化的历史场所 中 。 这片场地先是被夷为平

地 ， 现代城市随即拔地而起 ， 现在又在 以商业为主导

的遗产 开发的推动下 ， 填满了传统风格肌理的泛化仿

制品 ， 重新成 为
“

古迹
”

。 抛开对已消 失的城市形态

的研究不论 ， 那些新的
“

披 上历史外衣的建筑
”

似乎

是在 加速遗忘而 非保存记忆 。

然而 ， 刘克成设计的博物馆 并没有采 用在 中 国

司空 见惯的 、 打着 纪念 和 历 史 复 兴旗号 的庆 典语

汇——在那些博物馆里 ， 幻象 似乎胜过 了 对历 史本

身的尊重
一一它们也不会通过直接重新构建
“

原型
”

（ ａ ｒ ｃ ｈ ｅ ｔｙ ｐ ｅ ｓ ） ， 唤起对过去 样式的回忆 ， 以求重新

构建历史气息 。 利 用怀旧心理做文章的办法同样失之

简单 。

另外 ， 他设计的博物馆甚至也没有跟风采用流行

的前卫雕塑感 ， 追求
“

高大上
”

的城市形象以推动文

化旅游的发展 ， 也不追逐国际潮流 ， 加入那些世界各

地的看上去似曾相识的建筑作品行列 ，

刘克成设计的博物馆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脉 ， 同

时寻找不同的方式来保留记忆 。 他的作品摆脱了 常见

的重建窠 臼 ， 转向诠释 性设计和对 以往文本 的再写 。

在残缺的历史遗迹中 进行建筑和城市的再建并不是重

建历史 ， 历史是不可逆转的 。 他的设计更像是在尝试

给出解释 ： 将该场所视为
一

篇业已消失或者文字不全

的历史残卷进行解读 ， 需要对残留遗迹 以及抹除和缺

失的内容给出解释
３

。

因此 ， 在历史地段上新建设计作品绝非是建筑师

在空 白场地上随心所欲的创作结果 ， 而是 以理解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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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入口大厅 和累务厅

２ 陈列厅 、 尾厅

３ 临展厅

４ 博物馆坡道 （ 露天７ 商场

５ 下沉空间 、 参观明远楼８ ＊天沉院

６ 纪念品商店９ 无障碍坡道

６ ． 瓦墙与报告厅

７．
－

２１ ． ３０ｍ平面

８ ．
－

５ ． １ ０ｍ平面

９ ． 科举博物馆坡道

１０ ． 科举博物馆瓦墙粉墙与竹简墙

１ １ ． 粉墙洞 口

６ ．  Ｔｉ ｌｅ ｓｗａ ｌ ｌ ａｎ ｄ ｔ ｈｅ ｌｅｃｔ ｕｒｅｈａ ｌ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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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Ｒａｍ ｐ

１０． Ｔｉ ｌ ｅｓ ｗａ ｌ ｌ
，

ｗｈ ｉｔｅｗａｓ ｈｗ ａ ｌ ｌ
，

ａｎ ｄｂ ａｍｂｏｏ ｓｌ ｉｐ ｓｗ ａ ｌ ｌ

１ １ ． Ｗｈ ｉｔ ｅｗａｓｈ ｗａ ｌ ｌ  ａｎ ｄｏｐ ｅｎ ｉｎ ｇ

历史 和文化信息的文本 为前提 的再写 。 建筑师通过重

新诠释 ， 使 历史信息变得可以读取 ， 并通过类比 、 叙

事 关系和叙事主题使历史地段再度活跃起来 。

设计项 目是我们选择和组织议题 、 确定问题的条

件 、 梳理场地元素关 系并重组相关语义单元的方式 。

诠释性的再写成为与场 所构建 当代文化关 系的载体 ，

可 以激发 多重意义和共鸣 ， 丰富了 现有文本和新建筑

作品的情境记忆 。

我们不得不说 ， 刘克成 的设计经常被
“

阉割
”

，

因 为设计者不可能完全控制项 目 的执行和管理 。此外 ，

他的设计不会 为了迎合媒体的兴趣而刻意追逐曝光效

果 。 作为场地叙事的
一

部分 ， 这些设计会激起情感 、

引 人深思 ， 但要真正认识这些作品则需要漫步其中 ，

在现场游 历体验 。 而且它们属于极少数超越作品本身

（ ｐ
ｅ ｒｓｅ
 ） 而 能够树立 知识话语体 系的项 目 ， 这
一

体系

不仅包含场地之前 的书写文本 ， 同时为今后的场地项

目开创先河 。

刘克成设计的科举博物馆 呈现 了 在这座城市中 的

一出戏码 ． 全剧五幕中 的四幕 已经上 演 。 他的叙事方

法在历史遗迹和新元素之间建 立了联 系 ， 形成了
一

种

“

历史感
”

，

这种
“

历史感
”

不仅仅与传统建筑相似 ，

而且还兼顾 了新老建筑之 间的关系 。 他通过主题建筑

引入叙事 ， 在设计中实体空 间和隐喻 空间相互 重叠 。

此外 ， 叙事空 间通过类比 、 隐喻 和转喻产生意义 ， 帮

助公众 以情感和认知 的方式解读 空间 。 通过设计出 的

新层次 ， 基地成 为
一

则多层次 文本 ． 里面充满各种新

旧符号 ， 也存在缺失 的部分和重叠 的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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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场地 的再写

深度感为历史场地赋予 了 迷人风貌 。 凯 文 ？ 林奇

（
Ｋ ｅｖ ｉ ｎＬ ｙ
ｎｃｈ ） 曾言 ， 未见 天日 的遗迹意味 着还有更

多秘密有待揭晓
［２１

。 以残片形态存在的遗迹 （ 如 明远

楼 ） 不仅能够让人 想象从前 的完 整状态 ， 还能让人设

想
“

上千种 其他可能 的设计方 案
”
 ４

。

历史 并非延绵不断 ， 甚 至缺失和被抹去 的部分仍

可根据其 内 在结构作出新 的解释
５

。 地形是一种与 坐

落位置相 关的记忆 ， 能讲述并 引 发故事 。

在 刘 克成起先提 出的 城市设计中 ， 博物馆 建

筑与 周边环境共 同 构成新 的 城市地形 ， 经过重 整

（ ｒｅｗｏ ｒｋ ｉ ｎ
ｇ）
后呈现的遗迹和格局与业已不存的风貌 、

生活和礼仪相关联 。 可惜该方案至今没有落地 。

如何继续在城市原生态的基底 （ ｓｕ ｂｓｔ ｒａ ｔ ａ） 上书

写
， 并通过设计展现场地的深层或潜在结构 ， 这是把

握 中国历史文脉的关键问题 。 在这里 ， 潜在 、 消隐和

不确定性 因素往往为拆迁 、 替代和 以仿古形式重新历

史化提供了理由 。 如果我们把一个场所放在历史和文

化语境中加 以理解 ， 那么这个场地就成为
一

份层次丰

富 、 内容纷繁的文本 ， 需要对此加 以阐释 。 其 中包含

了 多重 印痕 、 记忆和不同 的迹象 ， 包括未 来的迹象 。

缺失 的部分通过有形和 隐喻 的印痕被纳入诠释性 的设

计中而得以呈现 。

第一幕 的主题首先铺垫 了重新建立起的城市结构

基底 ， 将 连续的开放 空间作为城市空 间的
“

新底
”

，

同时潜在地修复城市景观
［３
１

，
延续城市文脉 。

中 国科举博物馆 的总体布局提 出 了
一种记忆而非

怀旧 的都市 主义 ， 通过将现实与想象相结合 的元素叠

加 ， 创造出新的空 间关 系 。 对场地 的再写与博物馆建

筑的地下开 发 ， 能 为整个项 目重 新建 立
一些必 要的地

形学上的印痕 ， 这种方式 既使南北轴线得 以修复 ． 又

对阅读和修补属于从前 历史风貌区的城市结构 大有益

处 ， 同时又避免了 重建 。 博物馆 的出现恢复了江南贡

院南北轴线的贯通 ， 从南至北依次将各个时期的历史

建筑串联为
一

个完整的空间轴线与序列 ： 从秦淮河到

贡院牌坊 、 明远楼 、 致公堂 、 飞虹桥 ， 直至建业路 （ 见

图 １ ３？ 图 １ ５ ） 〇

在一幅江南贡院历史鸟瞰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

片屋顶起伏的节奏 。 因此刘克成能够 以基地上仅存的

考棚单元 为参考 ， 追溯过去的城市秩序规律 ， 并将考

棚屋 顶局促的跨 度重新抽象 为投 影在地面 上的图案 。

此外 ， 这种总体安排还修复 了该地块的东西联 系 ， 并

将改造项 目 引入 的所有新文化设施紧密地连为
一

体 。

研究残留的遗迹通常是考古学家 的工作 。 刘克成

的研究同样应用在 了 中 国现存最古老的 、 有三千年历

史 的古都西安 的重要考古遗址上 ， 并走 出 了
一

条独特

１
２． ２
１
．３ｍ水池

１ ３ ． 连续剖面

１ ４ ． Ａ
－

Ａ 剖面

１
５． Ｂ －Ｂ 剖面

１ ２ ． Ｉｎ ｔｅ ｒ ｉｏ ｒ ｖ ｉｅｗ  ｏｆ ｔ ｈｅ ｅｘｈ ｉｂ ｉｔ ｉｏ ｎｃ ｏｒ ｒ ｉ ｄｏ ｒ

１ ３ ．Ｃｏ ｎｔ ｉ ｎ ｕｏ ｕｓ ｓ ｅｃ ｔ ｉｏ ｎ

１ ４ ． Ｓｅｃｔ ｉｏ ｎＡ
－

Ａ

１ ５ ． Ｓｅｃ ｔ ｉｏ ｎ Ｂ
－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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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 ： 面对城市起源的印痕 ． 正视尊重物理真实性

的需要 ． 运用设计手段对历史印痕进行重新阐释 ， 使

其再次可读 。 实际上
，

考古学家的工作是区分地层单

元 ， 而建筑师的工作则是将城市的不同层次 、 时代和

建筑作品进行叠加 。

在当代城市的集群中 ， 或者更进
一

步 ， 在 中 国城

市的潜在和消失的空间里 ， 城市形态不仅与建筑的类

型学同质性有关 ， 而且与构成拓扑可识别性的复杂 的

印痕有关 。

２ 挖掘和消隐

第二幕通过挖掘阐述了
“

消隐
”

主题 ， 将我们 引

入博物馆建筑 ， 这是该项 目 的建筑部分 。

博物馆设计中多个精心选择的主题构成 了强 烈的

诗意 ： 场地再写 ， 不同空间秩序的叠加 ； 挖掘 ， 像埋

藏百宝箱
一

样埋入记忆盒 ； 倒映 ， 通过一汪池水倒映

出其中缺失的部分 ； 行进的坡道 ， 踏入深埋城市记忆

深处 的旅程 ； 在最后 ， 幻影 （ ａ ｐ ｐ ａ ｒ ｉ ｔ ｉ ｏｎ ） 展示 了 明

远楼孑然独立的片段 ： 当我们置身人潮汹涌 的商业 区 ．

站在江南贡院的 中轴线上 ， 背对龙 门和业 已消失 的仪

门 ， 眼前面对的是 明远楼玄虚而静止 的倒影 ， 那像 虚

幻的海市蜃楼一样的重影 ， 浮现在
一汪浅浅的深色池

水上 。

整座博物馆建筑没有 阻断轴线上 的序列 ， 而是隐

于地下 ， 犹如隐藏在表层下 的基层 ， 亚里士 多德所说

的物 质的精简和本质形式构成 了这里的基本特征
§

在

大拆大建和全球化的推动下 ， 挖掘地面 ， 只建造
“

地

下部分
”

不可避免地使人 想到地面 的厚度 ， 这些厚度

原本是存储城市记忆的叠加层 ， 如今却被 隐藏 。 而地

下 的设计如同一个神秘的宝箱 ， 或者说是科举文化的

记忆存储盒 ． 现在沉入地下 ， 为未来考古打造可觅 的

印痕 。

江南贡院如今已被拆除 ， 在这一 无法填补的空缺

中 ， 中 国科举博物馆 的
“

挖掘
”

呈现了 其中 的缺失部分 。

刘克成的建筑从来不是从 多个细微而不 同的概念

所汇集的想法 中衍生而来 ， 而是
一直在寻找清晰的阐

释性 的形式概念 ， 这是
一

个不断发展 的潜在原型 ， 与

叙事 方案互为呼应 。

“

挖掘
”

的主题还与我们赋予挖掘远古建筑 （ 如

洞穴 和坟墓 ） 的情感价值相联 系 。 不 知是有意还是 无

意 ． 博物馆 的布 局都类似于汉代墓葬 的地下木椁类

型——
“

黄肠题凑
”

。 南京博物馆内藏有一座这样 的

墓 葬模型 。 古人 用书籍作为陪葬品的习俗似乎同样耐

人寻 味 。

刘克成 的遗址博物馆经常采用
“

消隐
”

策略 ， 避

免干扰环境 的完 整性和景观的象征价值 ， 同时探索地

下建筑这一丰 富主题 。 例如 ， 他设计的西 安汉 阳陵帝

陵外葬坑 的保护展示厅也是地下空 间 ， 该 建筑以消隐

的姿态
，

向刘 启皇帝陵墓 的封 土致敬 。 在 南京 的中 国

科举博物馆项 目 中 ， 通过挖掘城市的不同时代的地层 ，

这种将建筑消 隐于地 下的方式获得 了 又
一 重意义 。 拆

除贡院所造成的创伤 无法挽 回 ， 无论如何 ， 贡院也无

法 回到 宋代的原貌 。 于是 建筑师选择了 通过深入地层

挖掘历史 ， 以
一种不在场 的形式 ， 使贡院的轴线重新

可 以辨识 。

除 了孤独 聶立在原始 中 轴线上的明远楼 ， 此外别

无他物 ， 而周 围环绕 着
一 片怀旧 的
“

身披历史外衣的

建筑
”

。 因此 ， 此时场地也是
“

不在场
”

的 。
“

不在场
”

是 另一 种形式的记忆 ： 关于最初符号与其意义被割裂

的记忆 ， 或者说 ， 关于 自 ２０ 世纪 以来 发生的戏剧 性

变化的记忆 。

正 如哲学 家雅克
． 德里达 （ Ｊ ａ ｃｑ ｕ ｅ ｓＤｅ ｒ ｒ ｉ ｄ ａ）

１

４１

提出 的 ， 缺失是
一

种记忆 ， 它不仅涉及片段 ， 表征和

抽 象 ． 而且还涉及痕迹和线索 ， 但很少涉及重建 。 正

是 那些缺失的形态 ， 使得导致原始符号及其含义分离

的事件在新的阐释下变得可读 。

米歇尔 ． 福柯 （ Ｍ ｉ ｃ ｈ ｅ ｌＦ ｏ ｕ ｃ ａ ｕ ｌ ｔ ） 对考古学的理

解 ． 揭 示了 传统历史学所掩埋的那些事件层和隐含着

的规律的叠 加 ， 甚至 断裂 和不连续性
｜

５
１

。 彼得 ？ 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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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
Ｐｅｔｅ ｒＥ ｉ ｓｅｎｍ ａ ｎ 液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的设计实验 ，

首次将 其转化为
一

种可行的当代建筑设计过程 。

事 实上 ，
“

不在场
”

往往会 在人们对 某个地方 的

深 刻记忆中留下 印痕 ， 并在 人们的记忆中世代相传
［６ ］

。

因此
，

在这里基地既是
一

种缺失的部分
，

也是
一

个存

在多种可能的文本 ， 可以产 生多种解读 ， 并包含多种

印痕和不同的符号
，
包括未来的印痕 ， 比如将博物馆

在空间上产生的拼贴效果理解成
一

幅描绘秦淮 （ 古时

南京的代称 ） 的历史长卷 。

挖掘记忆 ， 还意味着挖掘和叠加丢失的叙事 、 考

古分层、 不同的规则和逻辑 ， 以再写城市的复合和中

断的叙事 ： 在不忘记文化语境 、 既存片断和地方特色

的前提下 ， 历史的印痕 、 记忆 ， 以及将博物馆理解为

深埋宝盒的概念 ， 共同
“

再写
”

了 这
一 场地 。

３ 映出
“

不在场
”

反过来 ， 博物馆的设计也获得了
“

书写场地
”

的

地形学属性 。 这时 ， 从地面上浮现出 来的轮廓和线条

变得敏感起来 。

博物馆顶部是一汪平静的池水
，

浅水池的四壁从

地面微微隆起 。 中 轴线上 ， 水面静静地倒映着幸存的

明远楼 。 马克 ． 奥吉 （ Ｍ ａ ｒ ｃＡ ｕｇ Ｓ ） 指 出 ， 废墟经历

的时间是
“

纯粹的时间 ， 曰期无从查考 ， 不存在于这

个充满图像 、 拟像和重建的世界 中 ， 也不会存在于这

个剧 变的世界中 ， 在这个世界里瓦砾都来不及变成废

墟
”７

它不同于历史 ， 也不 同于那些试图回忆往

昔生活的修复 ： 在贡院被拆除的时代 ． 明远楼像
一

个

无言的见证者 ， 悬浮在
一

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中 。

把屋顶设计成一个浅水池
，

空旷的空间反而变成

了
一

个活跃的元素 ， 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中静静地倒映

着明远楼 ： 过去无法弥合的空 白 ， 如今的挖掘工程甚

至是未来的空旷 （ 也许设计者不希望如此 ） ， 都消失

于仿古商业街的喧嚣中 。

４ 穿越坡道

博物馆的平面和剖面都围绕着屋顶水池下方的若

干面围合墙体展开 ，
一层层相互嵌套的围墙 ， 在地下

围合 出 了博物馆的核 空 间 。 每两层围墙之间是狭窄

而连续 的坡道 ， 引导游人 围绕 着核心空间不 断向下 ，

一直到地下四层 。 参观者沿着漫长的廊道缓缓进入博

物馆 的叙事空间 ， 科举文化慢慢映入 眼帘 。 １ ２０ｍ 长

的行进坡道体现了
“

挖掘
”

设计的主 旨 ， 在缓慢走入

地下的过程 中 ， 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 这种情绪不断发

酵
， 夫子庙周围的喧嚣商业氛围逐渐褪去 ， 参观者的

心情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影响 （ 见图 １ ６ 、 图 １ ７ ） 。

“

挖掘
”

这
一设计手法展现 了剖面 在定义主题和

与城市肌理的节奏和格局建立关系方面的作用 。 设计

者用
一

幅展开图将博物馆 四周的坡道的真实剖面结合

１６ ． ２ １ ． ３ ｍ处看本体区

１ ７． 传统街巷尺度与博物馆空间尺度

１８ ． 从号舍处看明远楼

１９ ． 科举博物馆砚池

１６ ． Ｉ ｎｔｅ ｒ ｉｏ ｒ ｖ ｉ ｅｗ ｏｆ ｔｈ ｅｅ ｘｈ ｉ ｂ ｉｔ ｉ ｏｎ ｈ ａ ｌ ｌ

１ ７．Ｔｒａ ｄ ｉｔ ｉｏ ｎ ａ ｌ ｓｃ ａ ｌｅ ｏｆ ｓ ｔ ｒｅｅｔ ｓ ａ ｎｄ ａ ｌ ｌ ｅｙｓ ｉ ｎＣ
ｈ
ｉ ｎｅ ｓ ｅｃ ｉｔ ｙａ
ｎｄ
ｔ
ｈ ｅ

ｓｃ ａ ｌｅ ｏ ｆｍ ｕｓ ｅｕｍ
＇

ｓ ｓ ｐａ ｃｅ

１８ ． Ｓ ｔ ｒｅｅ ｔ ｖ ｉ ｅｗ

１９ ．Ｐｏ 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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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起
，

展示出廊道持续 、 连贯的特征 。

从大明宫的宫墙到富平陶艺博物馆 ． 剖面思维经

常出现在刘克成的设计中 。 在 中 国建筑中 ， 剖面是描

述庭院类型 、 窑洞 、 墓葬的建构特征 、 空 间序列和叙

事的重要工具 。 不仅如此 ， 剖 面还是最抽象的设计工

具之一 ， 允许建筑师以现实中 无法获得的视角观察内

部空间 ， 建立空间序列以及
“

构建
”

光线 ， 而这些仅

靠平面图是无法做到的 ２ 此外 ， 它还控制着空间的复

杂性 ， 高度层次的空间设计 （ ｒ ａ ｕｍ ｐ ｌ ａｎ） 以及 内部空

间的戏剧性 。

从 剖 面 上 看 ， 沿 着 电 影 式 的 建 筑 步 道

（ ａ ｒ ｃ ｈ ｉ ｔｅｃ ｔｕ ｒａ ｌｐ
ｒｏｍ ｅｎ ａｄ ｅ ）
，
不同层次的垂直墙面由

不同材料填充 。 外侧的坡道两旁 ，
一

侧墙面由黛瓦覆

盖 ． 另一侧则是粉墙 。 人们能够透过粉墙上的窗洞观

察核心空 间 ， 更好地感 知各层墙体之间的空 间层次 。

博物馆中心
“

宝盒
”

表面为金属结构幕墙 ， 幕墙表面

由竹简填充 ， 地下大厅四周环绕着水面 。

参观活动始于缓慢进入地下的过程 ， 参观者慢慢

遇见过去 ． 经受文化的洗礼 。 博物馆参观路径的空间

顺序可 以激发参观者的想象和激情 。

５ 片段

最后 ， 参观者穿过天桥拾级而上 ， 豁 然见到这段

历史仅有 的遗迹
——明远楼 。 接着 ， 他们走进老城厢

参观遗留的若干科举考棚 ， 在这里他们能够切 身地感

受科举文化 。

明远楼被以
“

修 旧如新
”

的方式粉刷成崭新的
“

原

状
”

，

这种
“

幻像
”

（
ａ
ｐ ｐａ
ｒｉ ｔ ｉ ｏ ｎ
） 在参观者中 引发的

情绪因人而异 ， 也可能会打破刘克成那 唤起共 鸣的设

计叙事和特征化的物质感 （ 见图 １ ８ 、 图 １ ９ ）。

尽管梁思成早已警告过 ， 古建修复不 能追 求
“

焕

然一新
”％
的效果 ， 但中 国的很 多历史建筑在历经修

复或重建后似乎依然没有 留下时 间的 印痕 。 当记忆与

时间切断 了联 系 ， 那 么保 留固有观念 （ 例 如把理想类

型与历史类型相混淆 ） 就显得 比保护建筑物原初状态

之后所产生 的历 时性 变化 中的真实性更 为重要
８ ［
１ ° ］

。

刘克成 的多层次叙事还有一个 更有意义的结尾 ：

把时间融入建筑中并尝试体验 ． 通过想象而非重构的

历史来结束这段旅程 ， 从而 留下更 多的空间 ， 使人们

能够去体验遗迹的
“

纯粹时间
”

， 意识到
“

不在场
“

的

存在 。

（ 图 片来源 ： 图片 图纸均 由建筑师提供 ． 其 中平面图 由孙海婷 、

邢贵贵整理 图 １ ， 图 ３ ， 图 ６ ， 图 ９ ￣ 图 １ ２ ． 图 １６ ， 图 １ ８ ， 图

１ ９ 摄影 ： 吕恒中 ， 图 ２ ， 图 ７ ， 图 ８ ． 图 １ ３
？ 图 １５ ， 图 １ ７ ： 陕西

省古迹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图 ４ ： 画家孙元亮 ， 图 ５ ：

南京市地方志编箒委员会办公室 ）

注释 ：

１ 关于基 础作为 建构学 中的结 构要素的 问 题 ， 详见 Ｋ ｅ ｎ ｎ ｅ ｔｈ

Ｆ ｒａ ｍ ｐ ｔ ｏ ｎ ，Ｔｅ ｔ ｔｏ ｎ ｉ ｃａ ｅａ ｒ ｃ ｈ ｉ ｔ ｅ ｔ ｔｕ ｒ ａ ． Ｐ ｏ ｅｔ ｉ ｃ ａｄ ｅ ｌ ｌ ａ ｆ ｏ
ｒ ｍ ａ

ａ ｒｃｈ ｉ ｔｅｔ ｔｏ ｎ ｉｃ ａ ｎｅ ｌ ＸＩ Ｘ ｅ ＸＸ ｓｅ ｃｏ ｌｏ ［Ｍ ］ ．Ｍ ｉ ｌａ ｎ ： Ｓｋ ｉ ｒａ ， ２０ ０５ ．

２ 关于以博物馆这
一

主题的讨论 ． 详见 Ｈ ａｎ ｓ Ｓｅｄ ｌ ｍａｙｒ ． Ｖｅ ｒ ｌ ｕｓ ｔ ｄ ｅ ｒ

Ｍ ｉｔ ｔｅ ［Ｍ ］ ． Ｓａ ｌｚｂ ｕ ｒｇ： Ｏ ｔｔｏ Ｍ ｕ ｌ ｌ ｅｒ ，１ ９９ ８ ．

３ 关于建筑与城市重写 ， 即如何在预先存在的文本上继续书写的

问题详见 Ｌａｕ ｒａＡ ． Ｐｅｚｚ ｅｔ ｔ ｉ ．Ａ ｒｃｈ ｉｔ ｅｃ ｔｕ ｒｅ ａｎ ｄＣｏ ｅｖ ｏ ｌ ｕｔ ｉｏ ｎ ａｒ ｙ

Ｒｕ ｒａ卜 Ｕ ｒ ｂａ ｎＦｏ ｒｍ ：Ｐｅ ｒｓ ｉｓ ｔｅ ｎｃｅ ，

Ｕｎ ｉｑ ｕ ｅｎ ｅｓ ｓａ ｎ
ｄ Ｒｅｗ ｒ ｉｔ ｉｎ ｇ ［Ｍ ］／／

Ｌａｕ ｒａＡ ．Ｐｅｚｚｅｔ ｔ ｉ ．Ｌ ａｙｅ ｒｅ
ｄ Ｍｏ ｒｐ ｈｏ ｌ ｏｇｉ ｅｓ ａ ｎｄ Ｌａｔｅ ｎｔ Ｓｔ ｒｕｃｔ ｕｒ ｅｓ ：

Ｒｅａ ｄ ｉｎ ｇ ， Ｄｅ ｃｏ
ｄ
ｉｎ ｇａ ｎ
ｄ Ｒ ｅｗ ｒ ｉｔ ｉ ｎ ｇ
ｔ ｏＥ ｎｈ ａｎ ｃｅ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 ｃＲｕ ｒｂ ａｎ

Ｌａｎ ｄ ｓ ｃ ａｐ ｅ
．Ｓ ｈａ ｎｇ
ｈ ａ ｉ ：Ｔｏ ｎｇ ｊ ｉ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ｓ ， ２０ １ ９ ：７
－

１ ６ ？ 亦

可参见作者于 ２ ０１ ９ 年 ５ 月 ２ ５ 曰 在南京中 国科 举博 物馆举行

的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
＂

Ｒｅｗ ｒ ｉｔ ｉ ｎ ｇ
：Ａ
ｒｃ ｈ ｉｔ ｅ ｃ ｔ ｕｒ ｅｉ ｎ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 ｃ

Ｌａｙ ｅｒ ｉ ｎ ｇ

”

： 该研讨会由赵辰 （ 南京大学 ） 主持 ， 刘克成 （ 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 ） 和 Ｌ ａｕ ｒ ａＰ ｅ ｚｚ ｅｔ ｔ ｉ （ 米兰理工大学 ） 作主 旨发言 ￡

研讨嘉宾 ： 李华 （ 东南大学 ）、 韩冬青 （ 东南大学 ） 、 鲍莉 （ 东南

大学 ）、 葛 明 （ 东南大学 ） 、 鲁安东 （ 南京大学 ） 、 唐克扬 （ 南方

科技大学 ） 、 戴春 （ 《时代建筑 》 杂志 ） 、 张斌 （致正建筑工作室 ） 。

４ ？ 这句话指的是罗 西对威尼斯 的菲拉雷特 ＜ Ａｎ ｔ ｏｎ ｉ ｏＡ ｖｅ ｒ ｌ ｉ ｎｏ

Ｆ ｉ ｌ ａ ｒｅ ｔｅ ） 圆柱残迹 ， 以 及关于建筑碎片的 问题的讨论 ， 即只

有废墟才能完整地表达事实 ： 详见 Ａ ｌｄ ｏ Ｒ ｏ ｓ ｓ ｉ ，

Ａ ｕｔ ｏ ｂ ｉ ｏ ｇ ｒ ａｆ ｉ ａ

ｓｃ ｉｅ 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 ， １ ５（ Ｐ ａ ｒｍ ａ
：

Ｐ ｒａｔ ｉｃ ｈｅ ｅｄ ｉ ｔｒ ｉｃｅ ， １ ９９ ０
）
，
ｔ
ｒａｄ ． Ｅ ｎ ｇ ｌ
． Ａ ｌ ｄｏ

Ｒｏ ｓｓ ｉ
，
ＡＳｃ ｉｅ ｎｔ ｉ ｆ ｉ ｃ Ａ ｕｔ ｏ ｂ ｉ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
ｔ
ｒ ａｎ ｓ ．Ｌ ａｗ ｒｅ ｎ ｃｅＶｅ ｎ ｕ ｔ ｉ

（
Ｃ ａ ｍｂ ｒ ｉｄ ｇ ｅ ，Ｍａ ｓｓ ． ： ＴｈｅＭ Ｉ Ｔ Ｐ ｒｅ ｓｓ ，１ ９８ １ ）， ６
－

８．

１： 从卡纳雷吉欧区 （ １ ９７ ８ 年 ） 、 维罗 纳 （ １９ ８５ 年 ） 、 维莱特公园

（
１ ９８ ７ 年 〉柏林 （ １ ９８ ４ 年 ） 等地的项目 开始 ，埃森曼的作品对

？ ？

场

地
”

的概念提出了质疑 ．他选择关注真实的印痕和隐喻性的缺失 ，

同时避免填补、 修补、 恢复或任何会使记忆模糊的行为 ＝ 详见

Ｐｅｔ ｅｒＥ ｉｓ ｅｎ ｍａ ｎＴｈｅ Ｃ ｉｔ ｙ
ｏ ｆＡ ｒ
ｔ
ｉ ｆｉｃ ｉａ ｌＥｘ ｃ ａｖａｔ ｉ ｏ ｎ

＇

，
Ａ ｒｃｈ ｉｔｅ ｃ ｔｕ ｒａ ｌ

Ｄｅ ｓｉ ｇｎ ｎ ． １
－２
，

１９ ８３

Ｅ 参见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 》 （ 公元前 ４ 世纪 ） 。

２ 奥吉关于废墟的
“

纯粹时间
”

的概念与它们的
“

纯粹形式
”

相对应 ，

并与建筑工地相类比 ， 即 与未来可能的 创作相对应 ： 本文作者

在其著作 Ｓｔａ ｎｚｅａｒｃｈ ｉｔｅｔ ｔｏｎｉｃｈｅ：  Ｌａ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 ｌａｎｄｄｉ Ｊｏｈｎ

５ｏａｎ ｅ 中对该观点进行了引申

８亦可参见即将出 版的 ／？ｅｃ ｏｎ ｓ ｆ〇 ｙｃ ｆ／ｃ ？ ／７ ／Ｖ／５ ｆｏ ／Ｖ ｃａ／

Ｓｐａｃｅ， Ｍｅｍ ｏｒｙ ａ ｎｄ Ｎｏ ｓｔａ ｌｇｉａ
＇

 ｉ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ｌｄ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ｌｅ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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