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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 ？ 无限 ？ 未来

阿塞拜疆巴库阿利耶夫文化中心设计解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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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利 耶夫文化 中心是 阿塞拜疆首都 巴库的地

标 性建筑 ．

它象征着国 家的现代化进程 ， 也是巴库城

市 更新的重要
一

环 。 扎哈 ？ 哈迪 德建筑设计事务所的

设计在概念上平衡了 先锋性和文化性 ． 体现了 扎哈强

烈的个人风格 。 在场地 处理上 ，

它充满人文关怀并培

育丰富 的城市公共活动 。 室 内 的流动空 间张弛 有度 ，

整体 的结 构设计和立面设计是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项 目

完成度的重 要内容 。
文 章从 丨 〇 个方 面对该项 目 进行

了深度解析 ， 同时 ， 借 助参 加国际建协代表大会的机

会 ．

与会 的 中 国建筑师就 自 身的建筑体验对阿利耶夫

文化中心的设计进行 了现场评价 。

关键词先锋建筑 ； 文化传统 ．

？ 城 市形象 策略 ：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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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渗透 ： 空间结构 ： 流动 空间 ； 光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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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槪况

项 目 名称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项 目 地点 ： 巴库 ． 阿塞拜疆

建成时 间 ：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１ ０ 曰

总建筑面积 ： １ ０ １ ８０ １ｍ
２

项 目 主要建筑师 ： 扎哈 哈迪德 ； 帕特里克 舒马赫 ： 萨菲特
？

加亚
？

贝奇罗格卢

业主 ：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结构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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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工程 ： ＶＶｅｍｅｒ Ｓｏｂｅ ｋ

照 明设计 ： ＭＢ 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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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亊业中心 ３

１ ．２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室外实景

３ ． 总平面图与纵向 剖面图

４ ． 城市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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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建成 的阿 利耶夫 文化 中 心是 已故先

锋建筑 师扎哈
？

哈迪德 （
Ｚ ａ ｈａＨ ａｄ ｉ ｄ

） 的经典作品 。

作为 巴库城市乃至 国家 的地标 性建筑 ．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雄踞于阶梯形 的广场 上 ． 吸引 着当 地民众和来 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 。

２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７ 日 到 Ｉ Ｉ 日 ． 国际 建协 ２０ １ ９ 国 际

论坛 （
Ｕ Ｉ Ａ Ｉ 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Ｆｏｒｕｍ２０ １ ９

） 和特别会 员代表

大会 （ Ｕ Ｉ ＡＥｘ ｔｒａｏ ｒｄ ｉ

ｎ ａｒ

ｙ
Ｇｅｎ ｅｒａ ｌＡ ｓ ｓｅｍｂ ｌ

ｙ ） 就在阿利

耶夫文化 中心举行 。 中 国建筑学会作为 国际建协的 国

家会员参加 了大会的一 系列会议 ． 对这次大会讨论的

重要事项进行 审议 。 这些事项 包括是否增加 中文 为国

际建协官方语言和制定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 国际建协

世界建筑之都活动计划等 。 在大会中 ． 国 际建协 的会

员国家们 听取 了２０２０ 年 巴西 里约 热内 卢国 际建协世

界建筑 师大会 的筹备工 作汇报 。 在会员代表大会上 ．

经过投票表决 ． 国际建协正式增加汉语为 官方语言 。

主题 为
＂

历史 文化名城 与大众旅游
＂

（
Ｍａｓｓ Ｔｏｕ ｒｉ ｓｍｉ ｎ

Ｈｉ

ｓｔｏｒ ｉ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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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ｓ
） 的国际建协国际论坛同期举办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建成并使 用已 ７ 年 ． 因其地标

性 、 特立独行的外形 、 复杂 昂贵的结构和细腻的场地

处理受到建筑业内持续 的关注 和评论 。 笔者 （
支文军 ）

作为这次参会的 中 国建筑 师代表之
一

，

不仅借机行走

于巴库古城的大街小巷 ． 深入考察建筑内外 ． 还与 同

行的几位 当 代 中 国建筑学 人沟通 交流 。 在现场体验 ．

感知和互动的基础上 ． 我们进行了 现场评价 ． 也算是

建筑后评估工作的初步尝试 。

１ 政府诉求与城市建设

１ ９ ２２ 年至 １ ９９ １ 年期间 ．

阿 塞拜疆是苏联的
一

部

分 ． 漫长的苏联统治带 来了 大量统
一

风格的建筑和城

市
。
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 １ ４ 年期 间 ， 阿塞拜疆是按照 以 石

油 为 基础 的租赁型 国家模式运行 的
Ｗ２

。 随 着全球 能

源结构的转 变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 ．

阿塞拜疆政 府也

在寻找 国家在 国际社会中新的立足点和收入来源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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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６年巴库城市建设的部分大型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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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宮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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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中心 ｛ Ｓ
ｈ ｏｏ ｔ

ｉｎｇ
Ｃｅ ｎｔｅ ｒ ）

欧 洲奥林匹克公园 （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ｎ Ｇａｍｅ ｓＰａｒｋ

｜

巴库会议 中心 （ Ｂａ ｋｕ Ｃ ｏｎｇ ｒｅ ｓｓ
Ｃ ｅ ｎｔｅｒ

》

贸 易中心
－

巴库港购 物中心
＿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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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ｅＭａ

ｉｒＰｏｒｔ Ｂａ ｋｕ 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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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０ １ ４

阿 利耶夫国际机场新航航站楼综合体 （
Ｎ ｅｗ Ａｉ ｒ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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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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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ａｃｈ Ｈ ｏｔｅｌ ）

世纪初 ， 政府就制定了
一 系列战略路线图以 发展其他

行业 。 此前 ． 阿联酋的迪拜 因其对城市基础设施和超

级 建筑的 巨额投资蜚声国际 ． 并借此获得了 大量非石

油 产业 的收入 。 阿 塞拜疆政府受到 迪拜 的成功的激

励 ， 因 此其 发展战 略很大程 度上参 考 了 阿联酋 ， 政

府 希望将首 都巴库打造成 另 一个迪 拜 ［
２

］
９

。
政府相信

一

个宏伟 的城市会 吸引 外 资和游 客 ． 这意 味着需要

在 巴库建 造大量高 层建筑 、 运动场 ．

购物 中心和会

议 中 心 ｗｒａｗ
。 从 国际地位的 角 度看 阿塞 拜疆

希 望摆脱苏 联的影 响 ． 用地标性 的建筑展现 本 民族

巨大的进步 和雄厚 的财 力
． 呈现崭 新的 国家形象 以

获得 国际声望
［

４
］
５７ ５

。 对于把控 石油业的商业寡头来说 ，

建筑业和旅游业是 石油收入再投资的好渠道 。
阿塞拜

疆在当 时过于依赖 国际 的石油收入 ， 国 家处于 周边环

境不够安定的 内 陆地 区 ． 很难通过振兴农业或者制造

业实现新的经济繁荣 。
储蓄会让资产 因 为通货膨胀等

原因 失去价值 ， 消费会让资产消耗过快 ． 而建筑业和

旅游业能以很少的政治成本实现经济多元化
？

。

政府 的政治诉求和寡 头的商业诉求在发展建筑业

上 得到 了 统一 。 世纪之 交 ， 阿塞拜疆进行 了 规模庞

大 的城市现代化 建设 ， 这个 国家 的城市形 态飞速 变

化
［
５

］
２５８

。 同 时 ． 在建设标 志物 的需求下 ．

阿利耶 夫文

化 中心的建设计划与 同期 的其他大型项 目
一起 出 台 。

２００６ 年 １ ２ 月 ２６ 日 ， 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伊尔哈姆
？

阿利耶夫 （ Ｉ ｌｈ ａｍ Ａ ｌ ｉｙ
ｅｖ

） 签署 了第 １

８８６ 号许可令 ． 启

动 了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的建设项 目
［
６
］
７５

？２００７ 年 ． 为

了营销 国家形象 ． 也为 了让这座建筑为 国家注入 新的

活 力
， 阿塞拜疆政府举办了 文化 中心的 国际设计竞赛 。

２ 城市更新的节点

巴库 有世界上 最早 的工业化采 油井 ．

２０ 世纪 中

这座滨海城市因 为它发达的石油产业和遍 布污染 的城

市面貌 而被称为
＂

黑城
＂

。
富裕 的巴库政府希望它能

够从 脏乱 敝旧 的
＂

黑城
＂

变成高贵美丽 的
＂

白 城＇

政府的 口号是
＂

建造它
． 什么都会有的

＂ ？
［

４
］
５
７
５

。 巴库的

城市更新计划是在进行城市面貌整体提升的同时 ． 建

设几个标志性的建筑 ． 带动城市 的整体活力 ．

阿利耶

夫 文化 中心与相距不远的火焰塔 （
Ｆ

ｌ

ａｍｅＴｏｗｅ ｒｓ
） 便

是其 中翘楚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距离城市 中心不远 ． 在从 阿利

耶 夫国际机场进入巴库城 的必经之路上 ， 是当年 巴库

城市再开发的重点区域 。 在项 目 开始之时 ， 它一 侧是

城市快速路 ． 另
一

侧是苏联风格的普通住宅区 。 阿利

耶 夫文化 中心所在的地块是苏联的工业遗产


个

废弃 多年的坦克工厂 。 政府希望在这片区域抹去苏联

的痕迹 ， 给城市一个新的开始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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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文脉 的起 点 与 核心 ．

政 府希 望 它 能 激 活 周边 区

域 ［

７
］
３ ６

，

与配套规划的周边住宅 、 办 公 、 酒店和商业

建筑一起形成一个有活力 的社区 。

３ 国家的象征

政教分离的阿塞拜疆世俗化程度极高 ， 非常具 有

文化包容性 。 在宽容开放的环境下 ． 政府对于阿利 耶

夫文化 中心的期望不是通过模仿或是复原历史将城市

与过去联系 ， 而是通过一个极具现代感 的建筑设计重

新解读历史在这座城市 当下 的意义 ［
８
］

。 对于 当时 的巴

库来说 ， 洗去身上苏联的印记和参与构建现代化 的未

来是最 重要的 。 在 ２００７ 年 的 国际竞赛 中 ． 有着极具

未来感 、 如同 降落在地面上的
一

架太空飞船 的形态并

充满东方建筑奇幻色彩的扎哈方案获得 了政府 ． 尤其

是第一家庭＠ ［

９
］ 的认可

． 成为中标方案 。

阿塞拜疆政府每年划拨 ６０ 亿美金建设公共建筑 ．

扎哈贏得国际竞赛之后 ． 充裕 的资金给 了建筑师极 高

的创作 自 由度 ． 让文化中心的设计与建设较少 受到外

部因 素影响 。 强大的经济支持确保 了项 目 高难度 、 高

质量 、 高完成度地建成 ，

也让我们能见到如今阿利 耶

夫文化 中心秩序井然的立面 、 通透 明净 的幕墙和精巧

稳定的结构 。

在阿塞拜疆现任总统伊尔哈姆
？ 阿利耶夫的主持

下 ．

文化 中 心在 ２０ １ ２ 年 ５ 月 １ ０ 日举行 了预开 幕典

礼 ［
６

］
７ ５

。 前 卫的设计使它成为 巴库现代化进程 的地标 。

现在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作为 国家的象征 出现在阿塞

拜疆 的官方网页 、 旅 游宣传材料 ． 邮票和 纪念品上 ，

让全世界的人们了 解这个国家 ． 这座城市 。

４ 先锋建筑师扎哈

在黎 巴嫩首 都贝 鲁特的美 国大学 数学 专业 的教

育背景 培养 了 扎哈 的逻 辑思维 ． 也让她 更能将几何

学的形 式运 用到 建筑当 中 ． 特别是数学上 连续 的拓

扑表面 深深 影响 了 扎哈 的设计 。 在英 国建 筑联盟 学

院
（
Ａ ｒｃ ｈ ｉｔｅｃｔｕ ｒａ ｌＡｓ ｓｏｃ ｉａｔ ｉｏ ｎＳｃｈｏ ｏ ｌｏｆ求

学期间
．

她接触到 了苏联 ２０ 世纪初的 先锋 艺术

受到俄国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等先锋艺术的影响 ， 扎

哈 在某种 意义上 继承 了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构成主义大师

李 西斯基 （
□Ｌ ｉ ｓｓ ｉ ｔｚｋ

ｙ ） 的
＂

Ｐ ｒｏ ｕ ｎ
＂

设计形式 ，

即 利

用变化的轴线和 多样透视进行三维 空间的构成
？ ［ ｌ ｌ ］

２
１

．

将二维平面上 的线条与色块转译为空间语言 。 她在作

品里经 常使 用构成性的 、 抽 象的形式体系 ． 因 此常常

表现出 非匀质 的强烈流动 性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扎哈工作 室就开始使 用计算机

软件辅助设计 ． 随着软件的升级 和建造技术 的发展 ，

她 的建筑越来 越数字化 。 最 初 ． 扎哈的设计棱角分 明 ．

她建筑师生 涯中 的首个落地项 目 维特拉消防站 （Ｖ ｉ

ｔｒａ

ＲｒｅＳｔａｔ ｉｏ ｎ
） 的形态里充满了 锐角 和楔形 。 到 ２ １ 世纪 ，

她的建筑作 品从复杂的碎片转化 为 整体的空 间曲 面 ．

参数化 软件 中 的计算机程序演算将形式和空间都液化

了
， 爆炸式 的三维力 场平滑地化成流场 。 与帕特里克

？

舒马赫 （
Ｐ ａｔｒ ｉ ｋ Ｓｃ ｈｕｍ ａｃ ｈ ｅ ｒ

） 的合作也使她的设计更

容易地从数百 张手绘 草图转译为三维模型和实际建造

的建筑物 。 在 扎哈事业 的 中后期 ，

＂

液体空 间
＂

成为

她的风格标签 ． 阿利耶夫文化中 心正是这一时期的代

表性作 品 。
她在这里

＂

将莫比乌斯带 （ Ｍｂ ｉ

ｕ ｓｂａｎｄ ）

和克莱 因瓶 （
Ｋ ｌｅ ｉｎ ｂｏｔｔｌｅ

） 背后的原理转化为 真实的 、

可居住的空 间
＂

ｐ ］

。

扎哈一贯 的
＂

人造地景
＂

概念在阿利耶夫文化中

心中也有体现 。

＂

她会提炼 出 自然 形态 ． 比如 森林 、

冰川 ． 沙丘 、 熔岩等 的一般拓扑形态 ． 并用抽象 ． 类

比 、 拼贴 、 杂混 的手法 将这些形 态 引入 建 筑语汇的

范 围 中 ／
［

１ ２
］
８２

自然的主题以
＂

流动 性
＂

和
＂

无缝性
＂

的形式展现 ， 贯 穿了扎哈 的职业生涯 。 通过
＂

人造地

景 扎哈 为建筑 、 人和环境搭建了 新型的话语系统 。

５ 传统的演绎

位于 中 亚的 阿塞 拜疆 和它 的许 多邻 国
一

样 ， 有

着悠久 的伊斯 兰文化传统 ， 超过 ９０％ 的阿 塞拜疆 民

众信仰伊斯兰 教 。 这 片国 土上 的历史 建筑也 留 下 了

许 多伊斯 兰 的痕迹 ， 已经变成博 物馆 的希 尔万沙 宫

（
Ｓｈ ｉｒｖａｎｓｈａｈ

＿

ｓＰａｌ

ａｃｅ
） 和巴库古城 （

Ｏ ｌｄＣ ｉｔ
ｙ Ｂａｋ ｕ ）

都

讲述着阿塞拜疆 的伊斯兰历史 。 扎哈是
一

位有强 烈个

人风格 的建筑 师 ， 在 阿利 耶夫 文化 中心的设计过程

中 ，

她将 自 己 的惯用理念与 当地 的伊斯兰 文化传统相

结合 ， 创造 了职业生涯中 的又
一杰作 。

传统伊斯兰建筑奇想纵横 ． 庄重 又富于 变化 ， 雄

健而 不 失雅致 。 伊斯兰 建筑的 经典主题 是
＂

无限

各个 空 间没有 等级且无限 延伸 ， 就像
一 望无 际的森

林
［

１

３
］

。 伊斯兰建筑空 间 中的植 物花纹通 常会 从地面

蔓延到 墙壁 ， 再从墙 壁蔓 延到天花板 乃至拱顶 ．

＂

无

限
＂

这个概念由 此符号化 。 另
一

个典型 的伊斯兰装饰

元素是阿拉伯 书法书写的古兰经 ［
ｎ ］ ２２

，

它们
一般会和

几何化的阿拉伯式花纹结合 出现在清真寺 的墙壁和天

顶上 。 由 充满活力 的线条组成的阿拉伯书法将伊斯兰

信仰的不同语言连接为统
一

体 。 扎哈 的童年在伊拉克

度过 ，

伊斯 兰建筑与文化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 阿利耶

夫文化 中心 内部 的纯 白 色地面、 墙壁和天花是整体的

空 间曲面 ， 扎哈 用连续转折的建筑语言诠 释了

＂

无限
＂

。

可 容纳 ９６０ 人 的大礼 堂 、 会 议厅 、 图书馆 、 工作坊和

博物馆在表皮下通过 中庭连 接成一个 整体 ． 公共 空间

在 整座建 筑 中 如 同液体
一

样流 淌 ． 使人 们感 知不到

空间的边界 。 阿利耶 夫文化 中心玻璃纤维 混凝土外壳

（ Ｇ ＦＲＣ ） 的 自 由 曲线 具有阿拉伯 书法飘逸 的神韵 ． 就

像连绵起伏的 山峦 ，

摈弃 了现代建筑通 常使 用的熟悉

而寻常的形态 ． 而展示 了具 有丰 富意 义的抽 象结合体 。

它连续 的 曲 线拒绝现代主 义乌托邦式 的精确与规矩 ，

与欧洲古典的建筑大相径庭 ， 拥 有充满东 方气息 的无

限空 间变化 。 这座 建筑的轮廓像熔岩
一

样 流动 ． 溢出

到周围 的公 园 ． 流淌 、 上升 ． 下 降 ， 看不到视 觉的终

点 。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既是伊斯兰建筑气 质的现代化

转译 ， 也是对苏联 时代僵化建筑的反叛 。

扎哈像是
一

个挥 舞魔术棒的巫 师 ． 将伊斯兰 文化 、

自然形态和先锋艺术融 为一体 ， 创造 了
一

串 与城市环

境连为一体的 巨大褶裥表皮 和开放流动 的空间 。 阿利

耶夫文化 中心极高 的完成度也使扎哈称其 为她理论化

程度最高的作品 。

６广场的延续

原本是废弃坦克工厂 的基地 并不平 整 ． 中 间有
一

分为二的地形落 差 。
对此 ， 扎哈在建筑体 量与城市道

路之间放置 了
一片梯 田式广场 ， 在公共广场 ． 建筑本

体和地下停车场三者 之间建立顺 畅的连接 。
这种措施

避免了 土地的挖掘和填埋 ， 将场地 的劣势转化 为项 目

整体设计的
一

大特色 。

扎哈说 ，

“

我们 想把广 场 改造成
一

个 建筑环境 ．

在 内部和 外部 之 间 创造
一

个连 续的流 动 ． 创造 一个

无限的空间 。

＂

［
９

］ 从 香港之峰倶乐部 （ ＴｈｅＰｅａｋＣｌ ｕｂ ｝

开始 ． 扎哈就一直致 力于建立建筑与场所 的
一

体化关

系 ［

１

４
］

１ （） １

。 在 阿利 耶夫文 化 中心项 目 里 ， 建筑 师们先

在场地中绘制路径 图 ， 通过设计供人行走 的直线路径

和曲 折的层叠梯形水池激起观者探索的欲望 。 瀑布与

水池元素的加入也强化了 整个场地的流动性 。 附属的

建筑激 活了 城市公 园的下端 ． 地铁则伸入广 场底部 ．

市民可 以方 便地 到基地 上来 进行 丰富 的活动 。 连接

各处的公园体系造就 了城市 、
广场与建筑之间连续的

流动 关系 ， 市民和游客可 以从不同高度的平面进入建

筑 ， 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中心向所有人展现出 开放的姿

态
。 人 们顺着建筑的轴线方向沿着错开的台阶被引导

向上 ． 最终聚 集在建筑门 前的广场 。 这种手法和扎哈

丨 ９８３ 年的拉维莱特公园 （
Ｐａ ｒｃｄｅ ｌａＶｉ Ｈｅｔｔｅ ） 竞赛方

案中提 出 的分层几何和活动设计相 同
［

１

５
］
６２

。 场地 中 的

绿地 与路径的形状与建筑遥相呼应 ． 并且都使 用了 玻

璃纤维混凝土 的材料建造 ， 看上去 浑然
一

体 。

与苏联典型 的权 力 空间化不同 ． 这里的建筑与场

地 的姿态是 自 由的空间表征 。 它对市民欢迎和接纳的

态度展现 了开放 、 透 明 和民主的建筑态度 。 市 民和游

客可 以通 过公 园周 围的散 步场所 在建 筑 内部 自 由 活

动 。
也许是受作为民主政治 家父亲的影 响

．

扎哈 总会

在她的建筑设计中将街头生活 延伸到室 内 。 在建筑 师

看来 ． 漫游和探索 的欲望培养 了主人翁意识 ． 对于 国



Ｉ 常设展厅

２ 临时展厅

３保 卫厅

４ 博物馆大厅

Ｓ 总统／Ｖ Ｉ

Ｐ接待大厅

６ 前厅

７ 储藏室

８ 临时小 展厅／暗室

９ 接待厅

１０ 衣帽间

１ １ 登记处与艺术处理

１２ 医疗室

１

３ 会议大厅

１

４ 办公室

１ ５会议 室

１ ６ 男士沐浴 间／储物区

１ ７ 女士沐 浴间／储物区

１ ８ 风扇机房

Ｉ９ ＡＨＵ设备间

２０ 男卫生间

２ １ 女卫生间

１ 学习 与阅读区 ８ 无障碍卫生间 １ ５ 礼堂／多功能大厅的储藏室 ２ ２ 乐池

２ 多媒体区 ９ 门卫室 １ ６ 男卫生 间 ２ ３ 来宾更衣室

３ 商务区 １ ０ 会议大厅 １ ７ 后勤厨房 ２ ４ 女士储物区／卫生间

４ 儿童活动区 １ １ 女卫生间 Ｉ ８ＡＨ Ｕ设备间 ２ ５ 衣帽寄存处

５ 接待区 １

２ 卸货区 １ ９ 主籌台 ２ ６ 翻译室

６ 图书储存区 １ ３ 会议室 ２ ０ 后台储藏室 ２ ７ 放映室

７ 书库 １ ４ 上网室 ２ １ 礼堂 ２ ８ 阳台

２２ 控制室

２３ 行政办公室

２４ 夹层咖啡馆

２５ 服务大厅

２６ 门卫室

２７ 会议室

２８ 上网室

１ ３ ．扎哈
？

哈迪德Ｉ ５ ． Ａ －Ａ剖面

１ ４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夜景 Ｉ ６ ． Ｇ －Ｇ剖面

家意识形态 的转 变有好处
［

１ ５
］
６°

。 扎哈甚 至花了 几十年

研究建筑与场地 、 图形与地面的相互作用关系 。

７ 空间的流动

站在广场上远望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 仿佛是一张

灰 白色 的混凝土平 面从地面 剥离 ． 扩张成 两座 山峰 ．

表面在空气 中膨胀 、 分裂 、 流淌 ． 升腾 。 在场地清晰

的拓扑结构 中 ， 建筑本身是
一个爆发 的节点 ．

它 的高

潮在 ８０ｍ 的屋顶最 高点上 。 受到俄国先锋派建筑师

ＨＺ ａｈ ａ
Ｈ ａｄｉ ｄ

１

４． Ｎ ｉ

ｇ
ｈｔ ｖ ｉ ｅｗ ｏｆ Ｈ ｅｙ

ｄ ａｒ Ａｌ ｉ

ｙ
ｅｖＣ ｅｎｔ ｅｒ

的影 响 ． 扎哈将 建筑的公 共空间视 为催化公共活动的

＂

社会冷凝器
＂

（ ａ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ｏｎｄｅｎ ｓｅｒ
）

ｐ ］

。 她的设计手段

与 欧洲的古典传统不 同 ． 她不用建筑围绕 露天的场地 ．

以 墙面 隔出开放 的区域 ． 而是从三维 角 度 思考建 筑

空 间的 设计 。 平面 、 立面 和剖面 都是 建立在 三维 空

间的设计基 础 上的
［

１ ５
］
６３

。 在阿 利耶 夫文化 中心项 目

中 ． 人们 很难像平 常
一

样通过笛卡 尔坐标系感知 建

筑的方向 。

这座违反人们认 知常理的建筑 ， 其内部和外部都

１ ５ ． Ａ－Ａ Ｓｅ ｃｔ ｉ ｏｎ

１ ６ ． Ｇ －Ｇ Ｓ ｅｃｔ ｉｏｎ

是连续的 。 透过外表皮的褶皱和缝隙 ， 自然光让观者

看到室内 的 白色地板延伸为 白色墙壁 ， 继续上升弯 曲

为 天花板 。 观者从两翼包围的广场走入建筑本体 ． 穿

过玻璃墙到达 门厅 ． 周边是图书馆 、 博物馆和礼堂 的

外墙 。 图书馆 、 博物馆和礼堂三个主要的功能模块都

有单独的出入 口和安保系统 。 随 着高度的升高 ． 中庭

的宽度也 在扩张 ．

让 人难 以用肉 眼识别 空间的边界 。

一组活动空 间在三维空 间内形成序列 ．

公共空 间则在

它们的缝 隙中流动 。

一 系列坡道在室 内形成连续 的交



％２２

＜ｓ＞

通回 路 ． 连接各个功能空间 ． 空 中通道将 图书馆和会

议中心相连 ［

１ ６
］
４８

。

与空间由连贯曲 线塑造 的巴洛克建筑相似 ． 阿利

耶夫文化中心也是
一座流动 的建筑 ． 它通过建筑空 间

的宽窄变化推动着来到此地 的人们在墙壁和 天花板之

间前进 ． 这种形式也让各个空 间拥有独特性和不 同 的

私密程度 。 这座由计算机技术辅助生成的
＂

液体 建筑
＂

完全属于新世纪 ． 展现了阿塞拜疆 国家对未 来的期许 。

８ 结构与建造

流动的空间需要绝对平滑 的表面 ， 任何 凸起都会

２ ３

影响到建筑体验 。 在这座建筑的概念实现和落地建造

中 ， 内外表皮的设计是重中之重 。 巴库素有
＂

暴风之

地
＂

的别称 ， 全年风压巨大 ． 它还位于地震带上 ，

不

稳定的 自然环境也对结构的设计和建造提 出很高 的要

求 。

一

个连续 、 匀质的表皮结构需要将功能 、 建造逻

辑和技术系统整合到一起 ． 它的实现需要计算机技术

的支持 、 多方团 队的参与 ． 也需 要建造技 术和资金 。

最终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全白色的 内外表皮塑造 了纯

净 、 流动的建筑空间 。

在阿利耶夫文化中心项 目 中 ． 复杂 的空间结构是

由 多个设计团队合作设计建造完成的 。 混凝土和复合

、２４

材料主体结构和线性钢桁架系统屋顶的概念设计由伦

敦 Ａ ＫＴ 公 司完成 。 主体结构 的设计开发和最终设计

由伊斯坦布尔的 Ｔｕ ｎ ｃｅ ｌＭＧ ｈｅｎｄ ｉ ｓｌ ｉ ｋ公司承担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的主体由混凝土结构体系和大

尺度的无柱空间体系组成 。 这座建筑 的空 间框架 、 混

凝土结构 、 柱子和基础连接成 为一个 整体 的结构 系统 。

为 了 保持建筑流动性与 自 由形态 的纯粹 ， 建筑师选择

用围护结构和幕墙隐藏竖向 的结构元素 。
曲折柱 基将

建筑从地面上撑起 ． 燕尾状的悬臂梁逐渐 变细 ， 在东

部支撑建筑的外围护结构 。 大量 的混凝土被用来 制造

建筑中 的三维剪力 墙 。 钢制核心梁从核心筒 中延伸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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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阿利耶夫文化中 心部分信息

Ｔａ ｂｌｅ２ ．  Ｐａｒｔ

ｏ
ｆ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 ｉ

ｏ ｎｏｆＨｅ
ｙｄ ａｒ Ａ ｌ ｉ

ｙ

ｅｖ Ｃｅｎｔ
ｅ
ｒ

屋顶最高高度Ｚｍ ８０

屋顶最大跨度／ｍ ９０

屋顶覆盖面积／
ｍ ２

２ ８ ０００

外表皮面积 ／ｍ
２

４００００

轴面幕墙面积／
ｍ ２

８  ５００

内 表皮面积 ／
ｍ２

２２０００

外表皮嵌板数 １ ６ １ ５０

１ ７ ． 阿利耶夫文 化中心立面

１ ８
？

２ １ ．建筑施工场景

２２ ■ 结构体系——空间框架

２３ ． 结构体系
——

混凝土承重墙

２４． 结构体系

２５ ． 表皮 层次

２６ ． 外表皮轴测 图

１ ７． Ｆａ
ｇ
ａｄ ｅ ｏ ｆＨ ｅｙ

ｄａ ｒＡｌ ｉ

ｙｅ
ｖ Ｃｅｎｔｅｒ

１ ８
？

２ １  ？ 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ｔ ｉｏｎ ｓ
ｔａｇ

ｅｏ ｆＨ ｅ
ｙ
ｄ ａｒ Ａｌ ｉｙｅｖＣｅｎｔｅｒ

２２ ．  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
ｔｅｍ
—

ｓ ｐａ
ｃｅ ｆ

ｒ ａｍｅ

２３ ．  Ｓｔ 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
ｙ
ｓｔｅｍ
—

ｃｏｎ ｃｒｅ
ｔ
ｅ

 ｌ

ｏ ａｄ －ｂｅ ａｒｉ

ｎ
ｇ

ｗａ
ｌ ｌ

２４．  Ｓ
ｔ
ｒｕｃ

ｔｕ ｒｅ ｓ
ｙｓ

ｔｅｍ

２５ ．  Ｓｋ ｉ

ｎ
 ｌａｙｅ

ｒ
ｓ

２６ ． Ａｘｏｎｏｍｅｔｒ ｉ ｃ ｄｒａｗｉ ｎ
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

ｉ

ｏ ｒ
ｓ ｋ ｉ

ｎ

１

ＯＴ嵌板—

２ 
—级结构

３ 双层玻璃单元

ｔ 竖框

来 ． 垂直方向上的钢构件和空间框架都被固 定在上面 。

地表之 下 ４６ｍ 长 的混凝土桩让这座 建筑有抗 ７ ．０ 级

地震的能力
？

。

设计之初 ，

结构工程师想用钢桁架和梁作屋顶的

结构 支撑 ． 后来 ．

德国 Ｍ Ｅ ＲＯ 公司设计制造的 自 由

形式空间框架因 为 可以构建复合曲线并节省用量成为

最终的施工方案 。 空 间框架结构 内部 的空腔 非常高 ．

最小 １

． ５ｍ ． 最大可到 ３ｍ
， 足以 容纳所有设备系统 ，

包括照明 和通风 ， 在表皮 曲率较大的地方 ．

空间结构

从单层过渡到多层 以抵抗更大的 弯矩 。 屋顶空间框架

的设计经历 了多轮调整和优化 ： 首先
，

设计团 队需要

厘清内 外表皮之 间的 结构 区域 ． 再将空间框架与主体

结构对齐 ． 利用软件插入并不断调整三维对 角线网 格 ．

不断调和几何 图形和建筑形状的冲突 。
空间框架制造

商 Ｍ ＥＲＯ 在有限元模型计 算过程中 确定钢材 的界面

和构件数量 ．

最后还要协调 主体结构和空间框架的 支

撑 力和其他细节
［

１ ７
］
６６ ＿６７

。

在钢铁骨架之上需要覆盖柔性的皮肤 ． 在仔细地

筛选 了饰面材料之后 ．

设计团 队最终选择了 灵活可变 ．

适应性强的 玻璃纤维混凝土和玻璃纤维增强聚酯作为

表皮 的嵌板用料 。 由于建筑的特殊性 ． 毎
一块嵌板的

几何形状都互不相同 ． 位置和大小是由 建筑接缝线的

位置确定 的 。 为 了让 接缝线强调 建筑 的流动 性 ， 所

有板材 的 四条边 上均有 １ ２ｃｍ 深的垂直
＂

边缘 回线

主要接缝宽度也被规 定为 ４ｃｍ
．

次 级接缝则严格按

照 丨 ｃ ｍ 的距离建造 。 这 种分缝不仅使表面的逻辑更

为 清晰 ． 也便于施工并能够适应外部荷载 ． 温度变化 ．

地震和风压
（

ｌ

７
］
６ ８ ＿Ｄ ８Ｎ

。 屋顶 结构层 以上的部分都在现

场预组装 ，

并作为完整单元提升至屋顶 。 因 此 ． 大多

数工作都可 以在大风的条件下在地面附近进行 。

为 了 建筑的实体表皮和广场之 间有隐蔽 的过 渡 ．

屋顶到地上 ３ ｍ 的嵌板使用的是玻璃纤维混凝土 ．

而

３ｍ 以下和广场 ． 过渡 区域使用 的是相 同颜色的玻璃

纡维增强聚酯 ． 两种材料远观几乎
一模 一样 。 经过数

年 的使用 ． 因 为两种材料都有老化 ． 在近处能够看出

区别 ． 在远处仍然浑然
一体 。

９ 光影的艺术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的 室外景观照 明设计强调 了阶

梯广场 中的 垂直元素和水景 ■ 将观者从广场下端 引导

到建筑面前 。 埋在地上的灯排列成连续的线条 ．

照亮

垂直的墙壁 。 建筑表皮 的半反射性玻璃和光亮的混凝

土外皮 的外观会随着 曰光和天气变化 ． 从光影的 角度

强化了 建筑 的流动性 。 内 外照 明针 对 白天和 夜晚不

同 的光环 境做 了 区别化 的设计 。 在 白 天
． 幕 墙 的半

反射型玻 璃遮挡 了 从室外 看向 室 内 的视线 ． 能够 引

起参观 者的好奇心 。 在夜晚 ． 从 室内 向室外 照射 的

３０００Ｋ 色温灯光使室内 空间 完全 呈现 在建筑外 的观

者眼前 ． 维持室 内 外空 间 的流 动性 。 外立 面只有 靠

近玻璃 的区域 才有照 明 ，

以 突出 建筑外表 面的 内部

光辉 ． 让其他部 分消失在 黑暗 中 。 为 了 在夜晚也 让

建筑呈现 为 白色 ． 避免它看上去是橙色 （ 橙色是城市

照 明导致 的光色 ） ． 建筑外表皮安装的是色温 ４０００Ｋ

的冷色调灯具
［

１

９＿
。

建筑 内部的条形灯带镶嵌在内 表面 ． 跟随内表面

弯 曲 ． 它们的安装为公共空间 加入动态 的元素 。
室内

空间最 精彩的部分是用橡木包裹的礼堂 ． 橘红色的橡

木使大厅看上去像一把名贵的大提琴 。 橡木条覆盖了

天花板 和地板 ． 板材间 隙里透 出的光就像摇 曳的火苗 ．

让人不由联想到古代巴库地面上 自燃的油气 ． 以及阿

塞拜疆本土宗教琐罗 亚斯德教的 火祭
［

Ｉ

５
］
Ｍ

。

１０ 业界的反馈

作为
一

个 国家级的文化 中心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想要在回 溯民族历史的 同 时拥抱 当代文化 ， 将本地与

国际文化连接 。
文化中心投入使用以来 ，

经常举办当

代艺术 ． 科学和历史的 展览和音 乐会 。 世界各地的 人

们在这里聚会 ． 进行手工作 坊和教育活动 。 许多著名

的 当代艺术家 ． 比如安迪
■ 沃霍尔 （ Ａ ｎ ｄ ｙ

Ｗ ａ ｒｈｏ ｌ

） ．

劳伦斯
’ 詹克尔 （

Ｌ ａ ｕ ｒｅｎ ｃｅ
ｊ
ｅｎ ｋｅ ｌ ｌ

） 都在这里举办过

个人展览 ，

著名 国际音 乐家帕尔曼 （
Ｉ ｔｚ ａ ｋ Ｐ ｅ ｒ ｌ ｍ ａｎ

）

和喜多郎 （
Ｋ ｉｔ ａｒｏ

）
也在这里举办过个人音乐会 。 在

立项之初 ． 这座建筑也被期望用于
＇ ＇

推广由 前总统盖

达尔
■

阿利耶夫提 出 的 阿塞拜疆主义思想 ． 即其现行

立国哲学 ： 以及鼓励人们在其中 开展对阿国 历史 ． 语

言 、 文化
．

国 家信条和精神价值的研 习
＂

［ ６
］

７
５

。 所 以 ，

阿塞拜疆前领导人盖达尔
？ 阿利耶夫的生平展是这里

的常设展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建成之后 ． 世界各地的专业学

者和建筑师对这个建筑给予了 积极的评价 。 英国著名

建筑教育家彼得
． 库克 （

Ｐｅｔｅ ｒＣｏｏｋ
） 说 ，

＂

在观察这

座建筑时 ， 必须忘记所有令人安心的条件 ．

包括规模 ．

背景 ． 物质性 ， 甚至正常 的人类体验 。

＂

１
２ ０

１

美国 建筑

师约瑟夫
’

吉奥瓦尼尼 （
ｊ

ｏｓ ｅ
ｐ
ｈＧ ｉｏ ｖ ａｎ ｎ ｉｎ ｉ

）
说 ．

＂

扎

哈 的结构在整体 中富有变化 。
建筑空间在各个方向 不

断转向 ． 建筑中人们感知不到边界 ． 也感知不到终点 ：

这是
一个沉浸式的空 间浴池 。 建筑物的非物质性在 白

色 ． 更 白和最白之间变化
——

这取决于太阳 如何照射

它 的表面
——它似乎是失重的 ， 减轻了 观者们的重力

负担 。 作为
一个物体 ． 这座建筑是主观的 ． 激发 了有

关悬浮重力 物理学 的强烈感觉 。

＂

ｐ ］ 同济大学袁烽教

授认为 ，

＂

该设计体现 了扎 哈
■

哈迪德 建筑师事务所

长期以来在
＇

形式范式
‘

实践中 的
＿贯立场 。 室内空

间也延续 了流动空间 界面的非线性折叠与延展 ： 从表

皮的 切分与形态的生成可 以看 出 其对 ２０ 世纪建筑结

构先驱的壳型结构案例 的研究 。 尽管如此 ． 这个设计

实践的价值更体现在对参数化形式范式的表现 ， 而并非

是对历史案例建构本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延伸 。

＂

１
７

１
５７

在建筑业 内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的设计也获得了

多个专业奖项 ，

如 ２０ １ ４年在伦敦
＇ ＇

设计博物馆
＇ ＇

（ 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Ｍ ｕ ｓｅ ｕｍ
） 颁发的 

２０ １ ４ 年
＂

设计年奖
＂

（
Ｄ ｅ ｓ ｉ

ｇ
ｎ ｓ ｏｆ ｔｈｅ

丫ｅａ ｒａｗａ ｒｄ ｓ
）

．

和 同年 由美国 Ａ ｒｃ ｈ ｉｔ ｉ ｚ ｅ ｒ 网站颁发的



１ １ ０时代建筑 Ｔｉ ｍｅ＋Ａｒｃｈ ｉｔｅｃｔｕｒ ｅ２０ 丨 ９ ／４

Ａ＋ 奖 。
２０ １ ６ 年 ．

它 又入 围了 英 国皇 家建 筑师学会

（ Ｒ ＩＢＡ ） 颁发 的国际奖 （ Ｉ

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Ｐｒｉｚ ｅＳ ｈｏ ｒ
ｔ

ｌ ｉ ｓｔ ｝ 。

１ １ 现场体验与评价

在差不 多
一 周的巴库之行中 ． 笔者入住紧邻阿利

耶夫文化 中心的宾馆 ， 多次参加在其中 举办的会议并

有幸体验流动空 间的每
一

个 角 落 ． 全天候观察民众与

建筑及其广场之 间的动 态关系 。 显然 ， 整个建筑的管

理 、 维护 和使 用状态 良好 ． 既保持着原有的空间格局

和 功能定位 ． 又被充分而有效地使用着 。 几乎在同
一

时段 ． 建筑 内 既有高端国际专业和学术会议 ． 也有不

同主题 的艺 术 、 文化 和商业展览 ． 并且有频繁而多样

的商务活动 穿插其 中 。 室外广场及公共空间更是 民众

喜 爱的场所 ． 台阶式 广场正在举办摄影艺术展览 ， 布

满动物雕 塑的坡地草坪是孩子们玩耍的乐 园 ， 独特的

建筑造型 及曲面 台地成为婚纱摄影的经典场景 ． 静谧

的水池 周边 时常吸引朋 友及家庭成员团 聚在
一起 ． 在

微风中欣 赏建筑和广 场的黄昏晚景 。 巴库民众祥和而

安逸 的生活 常态令我们代表团成员感慨不已 。

此次 同行的 中 国建筑师代表团成员针对阿利耶夫

文化 中心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评论 ． 无论是肯定的还

是质疑 的 。

清 华大 学张 利教授评价说 ． 与扎哈的其他作品
一

样 ． 阿利 耶夫文化中心的实际使用感受与看照片和线

图完全 不同 。 如 果说扎哈的大部分作品现场感觉远不

如 媒体 呈现 的话 ， 阿利耶夫中心算是
一

个令人高兴的

意外 。 首 先是在 尺度上 ． 阿利耶夫文化中心同时向水

平 和垂直 延展 的夸张 曲 线受到了 巴库新区纪念性的幵

放坡地空 间很好 的衬托 ． 并不显得傲慢 ： 其次是在 曲

线 的意义上 ， 桃形尖拱式的弧线片段至少可以与阿塞

拜疆 的文化 传统 找到联系 ， 其相对克制 （ 按扎哈标准

衡量 ） 的曲 面组 合也对巴库的 日 照条件进行了 积极 的

回应 ．

？ 再次是 内部 的空 间 ． 谢天谢地在这个曲 面壳体

内相对经济地容纳 了三个 （ 可合成
一

个 ） 矩形的多功

能厅和
一

个大观众厅 ． 过厅及残余空间的利用效率也

远高于类似思路 的首 尔 ＤＤＰ 项 目 。

天津大学孔宇航教授认 为 ，

以 自由 曲 线替代传统

欧几里得几何作 为设计构思的基础性图解 ． 哈迪德在

近 ３ ０ 年 来引领 了该方 向的设计思潮 。 该作 品再次验

证 了 建筑师非凡的空 间想象力和成熟的建造控制力 。

在 内部空 间构建层面 ．

人们能够感知到关于 自然洞穴

与现代船舶形式 的隐喻与再现 ， 以及全方位立体式的

空 间流动性 。 哈迪德成功地建立 了 自 己的形 式语言 ．

并且有广泛 的国际影响力 。 但他也提 出质疑 ， 该类型

的建筑 空间 与形式具 有建筑学意义上 的可持续性吗 ？

强 烈的艺术性 表达与建筑的本体性 、 在地性生成有何

种关联 性 ？ 在 急剧的不确 定的时代变迁 中值得建筑创

作主体去深思 与追问 。

清 华大学 庄惟敏教授表示 ， 这座建筑坐落于城市

中心的高地上 ， 展示出 了 一种英雄主义 的意象 ， 构成

了城市 的中心景观 。 为 了 突 出这种意 象 ， 建筑与景观

坡地广 场以石材铺装为主 ． 石材多 为灰 白色磨光 ， 在

强烈的日光 下易造成炫光 ， 且在雨雪天气会造成湿滑 。

广场烘托 了 建筑 ， 形成标志性 ． 但广场缺乏人性化设

计的考虑 ， 无法成为 有活力的 、 人们可以停留 的城市

公共 交往空 间 。 这是形式大于功能的典型 。

中 国建筑学会秘书长仲继寿认 为 ，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的建筑与广场融为
一体 ， 让人眼前一亮 、 记忆深

刻 。 尤其是 那些精心组织的起伏 、 褶皱 ， 让人流连于

不断绵延的空间之中 ， 不 自觉地发现 着各种不 同的空

间体验 。 玻璃纤维增强混凝土和玻璃纤维增强聚酯表

皮实现 了广 场 、 屋面 、 室 内空间的 自然过渡 ， 空 间钢

网架 和混凝 土框架两种结构的组合实现 了无柱空 间的

自 由流动 和精致皱褶 ． 似沙丘 ， 似长河 ． 却又在周边

环境 的冲突中 找到了 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 但
一切 为了

形式 与空间流动 ．

也带来 了方向 感 的消失 ，

至少建筑

师找 不到主入 口 的感觉也是不常见 的情形 。
空 间 ． 材

质 的统
一让

＂

门
Ｍ

的消失带来新的迷茫 。

中南 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唐文胜认 为 ， 阿利耶

夫文化 中心流动性 的建筑形 态使建筑 ． 室内 、 广场 、

景观 天衣无缝 地形成
一

个 整体 ， 极具标志性 ， 满足 了

阿塞 拜疆政 府希望摆脱苏联范式的建筑风格 、 并 以极

具现代感的设 计对首都城市 环境进 行彻 底改造 的心

态 。 但从深层 次来讲 ．

扎哈的设计还是从 当地的传统

而来 。 但她绝 不模仿传统 ， 坚持在更高层次上通过现

代 的方式 回应各 种条件的制约 。 对于场地高差用
一

个

美丽 的梯 田式广 场化 劣为优 。 建筑的形态虽然是极其

复杂 的双 曲表面 ， 但建筑的平面功能布置还是 比较合

理 的 ， 外部形 态与室内 空间也是表里如
一

。 这个建筑

的建筑构造处理得很精细 ． 开缝式的幕墙 由于雨水可

以在 幕墙 ＧＲＣ 板背后 的防水层 上流动 ， 避 免了双 曲

面幕墙 表面容 易污染 的弊病 。

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薛 明认

为 ， 扎哈以其个 人标签式的曲线 ， 创造 了标志性极强

的建筑形式 。 这种形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建筑 ， 但在扎

哈建成的项 目 中 ，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可认 为是在形式

上最 为 完美 ． 并且与内容也较为相称的作 品 。 流畅 的

造型赋以纯洁的白 色 ． 飘动在宽 阔的坡地上 ， 与城市

形成 了 较好的过 渡 。
为 了 实现流畅的造型 ， 非线性 的

表皮通过严谨的分格设计 ． 基本保证 了建筑在 中距离

的细部表达 。 其内 部空间也力求形式 的延续 ，

形成 了

富有变化的空间场所 ． 为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提供 了 富

有活力的空间 。 但体验下来 ．

还是有
一些缺憾 ： 建筑

与周边道路的关系比较疏远 ． 可达性较 弱 ．

？ 入 口缺乏

提示性 ． 寻找起来有些费劲 ．

？ 室 内有些部位过于强调

形式而降低了 实用性 ．

？ 广场铺地材料质地不佳 ，

？ 表皮

ＧＲＣ挂板 接缝 不够齐整 ． 近观效果略显粗糙 。

清华大学高级建筑师张维觉得阿利耶 夫文化 中心

视觉上十分震撼 ． 但也有一些缺憾 ： 缺乏主要入 口安

检之外的室外灰空间 ，

导致排队人群只能在 烈曰 中暴

晒 ； 欢迎厅和主会场之间缺乏联 系 ， 茶歇期 间与会人

员只得步行数十米转场到休息 区 ； 多功能厅缺 乏声学

处理 ， 架空地板地面的插座不足 ， 摄像机和其他设备

只能临时拉线 。 总体而言 ． 瑕不掩瑜 ， 它仍是 国际上

的建筑艺术精品 。

？

１ ２ 结语

不难想象 ． 在国家和国民想要做
一

个 象征 国家 的

建筑的时候 ， 很有可能寻到错误 的建筑形式 ， 这种错

误会成为公众面前尴尬的失败 。 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作

为一个寄托着国家和国民热切期盼的地标性建筑 ． 不

仅是巴库乃至阿塞拜疆的文化中心 ， 也为阿塞拜疆 吸

引人 群和资本 ，

为它在世界中寻找立足之地助 力 。 幸

运的是 ， 他们选择了 扎哈 ． 她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形式

的先锋性使阿利耶夫文化 中心不仅成为 了城市和 国家

的标志 ，

也超越了 作为象征的需 求
．

还体现 了阿塞拜

疆的未来主义视野和雄心壮志般的理想 。

在扎哈最新的设计作品——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 即

将建成之际 ．

笔者谨 以此文向这位已逝世 ３ 年 的国际

著名建筑师——扎哈
？

哈迪德 女士致敬 ！

（ 特别鸣谢 国际建协 ２０ １ ９ 国际论坛组委会的 遨请 ： 感谢中 国 建

筑学会组团 参会工作及中 国 建筑 师代表团 各成员 的现场评价工

作 ．

？ 感谢扎哈
？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提供相关设计资料 ） （ 图表来源 ：

图 Ｉ ． 图 ３
． 图 ５

， 图 ７
？

图 １ ２
． 图 １ ４

？

图 １ ６
． 图 １ ８

？

图 ２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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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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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 为扎哈建筑事务所提供 。 其 中 图 Ｉ

， 图 Ｉ４ 为 Ｉｗａ ｎ

Ｂ ａａｎ 摄影
： 图 ５

． 图 ３２ 为 Ｈ ｕｆｔｏ ｎ＋Ｃ ｒｏｗ摄影 ： 图 Ｉ ８
？

图 ２０ 为

１＿

１＾ １^

＞
＾ 摄影

：

图 ２ 丨

． 图 ３ 丨 为 ４ 丨６ １１ ６ ＆ 丨 １

１６ １
； 摄影 。 图 ２

． 图

丨 ７ ， 图 ２７
？

图 ３０ 为 笔者自 摄 。 图 ４ 来 自 参考文献 ［

５
］

．ｐ２ ５９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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