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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垣
” “

台基
”

古城再现
——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设计理念与建筑风格分析

文／ 戴 大 江 廖 敏

内容提要 ： 盘 龙城 遗 址博 物 院 新馆 的 建 设 是 武 汉 市 打 造 博 物 馆之城 ，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的 重 要 城 建 项 目 之
一

，
是 武 汉 市 委 文 化 强 市 的 重 要 举 措 。 新馆 的

设计 以 盘 龙城遗 址 中 的
“

城 垣
”

、

“

台 基
”

及 商 代典 型器 物
“

鼎
”

为 主 要 元 素 ，

这 些元 素 巧 妙地 与 建 筑 本 身 融 为
一

体 ， 顺 应 坡 势 隐 于 岗 地 树 丛 ， 与 自 然 环 境

紧 密 结 合 。 这 样 的 设计 既 增 加 了 博 物馆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
又 兼 具 现代 艺 术 审 美

风格 ， 将 文物 展 览 、 科研 、 保 管 、 参 观 等 多 种 功 能 融 为
一

体 。

关键词 ： 盘 龙城遗 址 博 物馆 城 垣 台 基 设计理念 建 筑风格

盘龙城遗址博物 院新馆 （ 以 下 简称
＂

盘博新馆
＂

） 位于武汉盘龙城 国

家 考古遗址公 园 内 ， 是遗址公 园规划 中 的
一

处重要 景观 。 盘 龙 城遗址不

仅是武汉 的
＂

城市之根
＂

，
更 是长江流域青铜 文 明 的 中心 。 盘博新馆 的建

设 对促进武汉市 、 湖北省 文博 事业 发展 具有重大意 义 ， 是 积极落 实
＂

十

三五
＂

规划 的 必然要 求 。

盘博新馆所在 黄 陂 区 具 有 丰 富 的旅 游 文 化 资 源 ．

且 紧 邻市 中心 ． 是

盘 龙城 文化与现代城 市 文 明相 互 渗透 的 特殊空 间 ， 新馆 主 题鲜 明 ，
已 成

为 武 汉市北部新城 区旅游发展 的 旗 帜 。 它 的 建成能够促进经济文化融合

发展 ． 推动 文化资源产 品 化 、 文化产 业 集群化 ． 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推进
＂

文

化强市
＂

的 关键举措 ，

？ 也将进
一

步拓展 文化服务空 间 、 推动文化产 业发展 、

幵展文化普及 ， 彰 显武汉历史 文化 名 城 的独特魅 力 。

一

、盘龙城博物馆的建设 目 标和设计理念

（

＿

） 盘博新馆建设 目 标

在 盘博 新馆 筹 备 之 初 ， 湖 北省委 ． 武汉市 委就对遗址博物 馆 建筑方

案 给 予 高 度 关 注 ， 按 照
＂

选 址 准 确 、 设计卓 越 、 施 工 规范 、 精 品 展 陈
＂

这 一 既 定 目 标 ． 将 盘博新馆 定位 为 武汉 市地 标性 建筑 、 城市 文化 名 片 ．

戴大 江 ， 盘 龙城遗 址 博 物 院 文 博

助理馆 员 ， 主要研究 方 向 ： 文物 保

护 与研究 、 博物馆学 。

雎 敏 ，
盘 龙城遗址博 物 院 文 博馆

员 ，
主 要研 究 方 向 ： 博 物馆 教 育 、

文物考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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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盘博新馆全景

国 内遗址类博物馆 建筑典范 ， 力 图 建成
一座集 智 慧化 、 现代化 、

特色化 、 绿色化为 一体 的 国 内 高水平博物馆 （ 图 １
） 。

盘博新馆 的 重 要功 能 之
一

就是诠 释全 国 重 点 文 物保护 单

位盘 龙 城遗址 。 传承武 汉
＂

城 市之根
＂

， 继 承武 汉历史文脉 ，

传播盘龙城遗址璀璨 的 商代文化 、 建筑 、 艺术 、 科学技术成就 ，

体现武汉 历史 文 化及其 内 涵 ， 将传统 文化 与 现代设计融 于
一

体 ， 并 兼具科研 、 文物保护 、 典藏 、 参观等重要职能 。

博物馆 建筑按 照 三 星级 绿色 建筑标准设计 ， 在外墙材料

选取 、 周 边绿化配置 、 雨水污水 收 集 方面 均作 出 了 严格规定 。

设计过程 中 充分 考虑 了 节 能减排 ． 绿 色 生 态 、 造价成本等

系 列 重 要 因 素 ， 做 到 了 低损耗 、 低成本 、 低 污 染 ． 兼具 了 室

内 环境 的 美观协调 ． 符合绿色 建筑的 相 关要 求 。

（
二

） 盘博新馆建筑设计理念

盘龙城遗址距今约 有 ３ ５ ０ ０ 年 的 历史 ， 是 目 前我 国 长江流

域保存最 为 完 整 的
一

座 商代早期 城址 ． 在长江流域 青 铜 文 明

中 占 据重 要地位 。 盘 龙城遗址核心 区 为 现存 的城址及 宫殿 区

（ 图 ２
）

， 城址东 、 西 、 南 、 北 四 城垣错落有致 ． 轮廓清晰可见 。

宫殿 区位于 宫城基址东北 角 夯土 台基之上 ， 台基约长 ９ ？
、 宽

６ 〇 米 ． 目 前 已对其进行 了 复 原展示 。

盘博新馆 的设计选取 了 盘龙城遗址本体 中 的
＂

城垣
＂ ＂

台

基
＂

及商代典型 器 物
＂

鼎
＂

等极 具代表 性 的 商 文化 元 素 ． 汲

取 了 其文化特征和 寓意 ， 将盘龙城 的
＂

城
＂

字进行抽 象诠释 （ 图

图 ２ 盘龙城遗址宫殿区及城垣

３
） 。 建筑仿夯 土外墙是对 宫 殿 区 复 原夯土墙 的 呼应 ， 形似 鼎

的 高 台 是 宫殿 区 台 基 在 新馆 主体 建筑上 的 投射 ， 四 周 方正 的

外墙 与遗址城垣高 度相似 。

多 种设计元 素 的 集合 ． 使得新馆 建筑具备 了 浓厚 的 商 文

化特 征 ． 体现 了 盘 龙城地域特色 ， 古朴厚重 的 历 史感 与现代

图 ３ 盘博新馆效果图

４０／４ １
．



新颖设计风格 交 融 ．
已 湮 灭 在历 史 长河 中 的 盘 龙城 宫城 建筑

精髓 在 现代化设计 的 博 物 馆 中 得 以 重 现 。 通过 这 种 方式 ，
盘

龙城 宫 城遗址与盘博新馆 实现 了 跨越 ３ ５ ０ ０ 年 的对话 。

二 、 盘博新馆主体建筑风格

盘博新馆 在 建 筑面积 和 功 能分 区 上 均达 到 了 设计 既 定 目

标 。 博 物 馆 总 共三层 ． 地 下 一 层 ， 地上 两 层 。 总 占 地面 积 约

２ ２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 １
．
６ ３ 万平方米 ， 建筑高度 １ ２ 米 ，

地

上建筑面积 １ ．

４ 万平方 米 ． 地下 室 面积约 ２ 千平 方 米 ． 占地

面积 ４ 万平方米 。

作 为 展 示武 汉城市 发展 史 的 重 要平 台 ． 传承 商 文 化 的 特

殊载体 ， 盘博新馆 不仅在 内 部功 能分 区 上 满足 了 博 物 馆 的 固

有 功 能 ， 在 外在 建筑 上也反 映 了 盘 龙城遗 址在 商 文化研究 中

的 的 重 要 意 义 和 独特地位 。 博物馆主建筑体现 出 商 文 化庄严

肃穆 的 特质和沧 桑 历史感 ， 气质方正 、 庄重 、 大气 。

（

一

） 整体外观风格

盘 博 新 馆 建 设 秉 承
＂

保 护 先 行 、 尊 重 自 然 、 传 承 文 化 、

突 出 特色
＂

的 设计理念 。 按 照 盘博新馆作 为 遗址公 园 重 要景

观应 与 公 园 整体 自 然风貌 和谐共处 的 建设思路 ． 建筑 东西 两

侧各 有
一

半顺应坡 势嵌入 岗 地树丛 之 中 ． 与 考古遗址公 园 的

湖 光 山 色 呼应 ， 融 为
一

体 。 从 自 然 草 坪 中 延 伸 出 来 的 建 筑 ，

与 周边 的 自 然环境 、 人 文环境高度协调 ， 相得益彰 。

建 筑外 在风格 延续 了 商文 化 的 厚 重 与肃穆 ， 多 个 类似方

鼎 的 方形高 台 顺应地势 ， 错落有致地分布于主体建筑上 方 （ 图

４
） 。 高 台 外观相似 ，

互相 之 间 紧 紧 咬合 ． 俯瞰 整体结构统
一

、

严 整 。 新馆入 口 处设 置 了 向 上 的 步道 ． 游 客可拾 阶而上 ， 沿

屋顶经廊道环绕新馆
一

周 ， 远眺考古遗址公 园 的 山 水风光 。

图 ４ 盘博新馆俯瞰

新馆 自 身 作 为
一

处重要景观 台 ， 与 遗址核心 区 宫 殿遗址

隔 湖 相 望 。 建筑主体外墙仿商代夯 土城墙 ． 古朴 而 厚 重 ， 其

上分 布有 多 处大 面积铜饰体块 （ 图 ５
） ， 城墙包 围 了 公共仪式厅 、

图 ５ 盘博新馆外墙铜饰体块

四 个 展 厅 及 四 个 庭 院 。 建筑 上 高 台 、 城 垣 、 方 鼎 交 错 分 布 ．

一

座具备现代设计元素 的
＂

商代古城
＂

以雄伟 的 姿态浴火 重生 。

（
二

） 科学合理分布的七大功 能分区

１ ． 陈列展览 区

陈 列 展 览 区 分 布 有 三 个 基本 陈 列 展厅及 个 临展 厅位 。

三个基本 陈列展厅 中 展厅
一

、
二 层 高均 为 ７

． ５ 米 ， 展厅三层

高 为 ８ ． ０ 米 ，
主题分 别 为 盘 龙城 的 变 迁 、 盘 龙城 的景 象 和 盘

龙城 的地位 。 主展厅设有 《江汉泱泱 商 邑煌煌——盘龙城遗

址 陈 列 》 （ 图 ６
） 。 该 陈 列 系 统展现 了 盘 龙城遗址 发现 、 研究

历程 ， 以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为 支撑 ． 力 图 真 实还原 ３ ５ ００ 年前

长江流域辉煌璀璨 的 青铜文 明 。

图 ６ 盘博新馆展厅外观

临 时展厅层 高最高处 为 ８
．
７

． 最低处 为 ７
．
０ 米 。 临展厅

作 为 重 要 的 文化 交流平 台 ． 主要 是承接 国 内 外文博单位主题

展 览 ． 给观众带 来世界各地优 秀 的 精 品 陈 列 展 览 以 及文化 多

样性体验 ， 突 出 盘博新馆重 要 的对外 交流功 能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份 引 进 的 《庞 贝 ： 瞬 间 与 永恒 》 特展 ．
展 出 意 大 利 南部 的 那

不勒斯 国 家 考古博物馆
一

百 二十件 （ 套 ） 文物 ． 令观众 品 味

到
一

场异域文化盛宴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

５ 月 ， 盘博新馆共 吸 引 到 馆游客 ２ ０ 余万人 ，

博
物
馆

Ｉ Ｉ

ＩＩ

，

＾
ｒ



匠心独具 的 展 陈 装 饰 、 多 媒体技术 的 运 用 及 新 颖 的 展 陈 内 容

设计 ， 在 国 内 引起 了 巨 大反 响 。

２
、 宣传接待 区

该 区主要分布有游客接待服务 中心 、 公共仪式厅 、

４ 影 院 、

文 创 展 销 商 店 、 贵 宾 区 、 观众体验 区 、 学 术报告 厅 。 游 客 服

务 中 心位于一层 主入 口 西 侧 ． 便 捷直达 ， 游 客可在服 务 台 预

约讲解服务及参观咨询 。

公共仪式厅 紧邻主入 口
， 面积 ７ ５ ４ 平 方 米 ，

上 下贯 穿 两

层建筑 （ 图 ７
） 。 整体 以 浅色作 为 主要 装饰颜色 ， 天 然洞 石墙

面传达 了 商 文化 的 古朴厚重 ． 高 大 的 穹 顶代表 着盘 龙 城作 为

商 朝 南 土 中 心 的 赫赫威严 。 仪 式厅视 野 宽 广 ． 气 势恢 宏 ． 大

厅延展开 的 空 间 又 与各展厅 紧 密连接 ， 观展流线清晰顺畅 。

多 根粗 大 的 方 形 石柱 ， 托 举 着 大厅空 间 。 高 大 的 穹 顶 遍

布透 明玻璃 窗 格 ， 通过 光线 的 衬托 ， 凸 显 出 向 上 延 伸 的 视觉

效 果 。 仪式厅墙 壁及方柱顶部 装 饰有盘 龙城 出 土 青 铜 器物上

的凤鸟 纹 （ 图 ８
）

． 纹饰精美 ． 神秘威严 ， 与仿古墙面相结合 ，

增 加 了 庄 严肃穆 的 文化氛 围 及令人肃 然 起敬 的仪式 感 。 大厅

建筑风格 突 出 ． 整体雄伟壮观 。

４Ｄ 影 院位于新馆
一

层南 侧 ， 影 院运 用 现代高科技手段如

声 、 光 、 电技术和 ４ Ｄ 立体视屏等 ， 营 造 多 种特技效果 ， 带给

观 众 视觉 ． 听觉 、 触 觉 的 震 撼 ， 使 其 有 身 临 其境 的 感 觉 。 未

来 盘 龙城遗址博 物 院 将 以 盘 龙 城遗址 文 化 发 展脉络 为 故事 主

线拍 摄 ４ Ｄ 影 片 ， 让观众跟随影 片 的轨迹 ， 品读盘龙城文 明 的

兴 起 与 落 幕 ， 欣 赏 盘 龙 城 国 家 考古遗址公 园 丰 富 的 自 然 、 地

质和 历史人 文景观 ， 了 解武汉
＂

城市之根
＂

的 特殊风采 。

文 创 展销 商 店 的 设计 初 衷 是 为 顺 应 当 前 文 化 消 费 热 潮 ，

满 足 游客 购 物 及娱 乐 需 求而 设立 。 商店 销 售 商 品 主 要 为 代表

盘 龙 城遗址风貌及特 色 的 文 物 模型 、 文 化 创 意产 品 、 旅游 纪

念 品 。 院 宣传 策 划 部现 已 完成 大 部分文 创 产 品 的设计 、 打样

工 作 ， 部分 已 投入 批 量 生产 ，

？ 吉 祥物
＂

尨尨
＂

系 列 的 产 品 设

计仍在改进 中 。 在文创商店投入使 用 时 ． 将 完成至少 １ 〇 个种

类文创产 品 的 上新 。

贵 宾 区 分 为 贵 宾 接待 室 及 普通游 客 的 咖 啡茶 座 。 贵 宾接

待室 负 责接待 国 家 、 省 ． 市各级领导及海 内 外文博专家 、 贵宾 ；

咖 啡茶座则是 为 游客提供
一

个休憩 、 饮食 的 空 间 和设施 。

观众体验 区位于新馆
一

层 南 侧 ， 由 于展 陈 文 物 的 特殊性

及珍贵性 ． 其往往位于保 护 严 密 的 玻璃展柜 内 ， 观 众在参观

时 的 体验感 欠佳 。 因 此
，
观众体验 区可 以作 为展览 内 容和形式

图 ７ 盘博新馆公共仪式厅

４２ ／４３ ．



的 进
一

步延伸 ， 通过趣味横生 、 丰 富 多 彩 的活动 ， 让游 客 与展

览产 生互动 ， 增进对展览 陈列 的 了 解 ， 进
一

步提升展览 的宣传

效果 。 如博物 院 多 次举行 的手工制 陶体验 ， 每次报 名人数均爆

满 ， 在互动 区配套完善后将成 为 新馆 的重要活动之
一

。

—

层学术报告厅通过 建设音 响 扩 声 系 统 、 会议 系 统 、

Ｌ ＥＤ

显 示 系 统 、 视频会议 、 周 边及 音源设 备 配套设 施等 内 容 ， 实

现举办 国 际性学术会议 、 数字会议等用 途 。

３ ． 藏 品库房 区

藏 品 库房位于博 物 馆地 下 一 层 南 侧 。 文 物 的 保 管 ， 是现

代博 物 馆 的 重 要 职 能 之
一 文 物 由 于其特殊 性 ， 对保 管 库房

提 出 了 很 高 的 建 筑 要 求 ， 需 具 备 抗 震 、 防 火 、 防 盗 、 防 潮 、

防尘等 系 列 性能 。

盘博 新 馆 文 物 库房 的 建设按 照 国 家 和 博 物 馆 行业 标准 ，

合理 利 用 现代设 备 及 先进 的 保 管 技 术 ，
严格 区分不 同 文 物 藏

品 的 收 藏 环境 ， 对 文 物 进 行科学 管 理 ， 提 升 文 物 保 护 水 平 ，

改进 了 文物典藏环境 。

按 照 文物 藏 品 的 类 别 ， 七 间 文物库房分 为 骨 器 、 陶 瓷器 ．

青 铜 器 、 石 器等 四 大 类 藏 品 的 库房 。 各 文 物 库 房按 照 不 同 类

型 文 物 的 保存 条件 ， 实 行 不 同 的 设计标 准 ， 对其 内部设施设

备 进行调试和 安 装 ， 确 保不 同 质地 的 文 物 在 最适 合 的 环境 下

进行保管 。

图 ８ 仪式厅墙壁及方柱顶部装饰的商代凤鸟纹

库房 门 口 均 设 置 了 文 物 管理 区 域 ， 便 于 文 物保 管 人 员 对

文 物进行甄 选 、 建 档 和 修 复 。 文 物库房外及 展 陈 区 均 设 有 文

物 运输 通 道 ， 用 来 方便 、 快捷 ． 安全地进 行 文 物展厅 出 入 柜

及运输工作 。

４
． 行政办公 区

该 区位于博 物 馆二 层西北 侧 ． 分布有 考古 大讲堂及博 物

馆行政办公 区 。
二层考古 大讲堂 １ １ ０ 平方 米 的会议 室通过建

设音 响 扩 声 系 统 ． 会议 系 统 、 视频显 示 系 统 及 周 边及 音源设

备 配套设施 等 内 容 ． 实现单 位 内 部讨论 会 、 小 型 交流 会 的 会

议功 能 需 求 。

行政 办公 室 区 作 为 盘 龙城遗 址博物 院 的 办 公 场 所 ， 分 布

有 办公 室 、 考古 研究部 、 宣 传 策 划 部 、 保 管 陈 列 部 、 物 业 管

理部 等各部 门 办公室 及 院领导办公 室 。 这里是博物 院 的 大脑 ，

总 体 指挥 、 协调 全年各项 重 要 业务工 作 ， 并对各种 突 发状况

作 出 应 急 处 置 。 该 功 能 区提供 了 宽 敞舒 适 的 办公 室 环境 及便

捷快速 的 网络及通信设施 。

５ ． 省文保 中心区

该 区位于地 上 一层 和 二 层东北侧 ， 分 区 相 对独 立 。 分布

有省文保 中心 、 专 家 工作室 、 阅览室 、 档 案 室等

省 文保 中 心将配备 种 类 繁 多 、 全 国 先进 的 文 物保 护 设 备

设施
，
可 以 从 事 文 物保 护 、 文博相 关 学科 的 研 究 工 作 ； 计 算

机 中心 （ 电子 阅 览 室 ） 具备 方便快 捷 的 网 络设施设 备 ， 可 以

方便快 捷地访 问 全 国 各 大 文博 网 站及数字化展 示平 台 、 网 络

数 字 图 书 馆 。
１ ７ ０ 平 方 米 的 会议 室 通 过 建 设 音 响 扩 声 系 统 、

会议 系 统 、 视频显示 系 统及周 边及音源设 备配套设施等 内 容 ，

满足单位 内 部讨论会 、 小型 交流会 的 会议功 能需 求 。

专 家 工作 室 为 到 馆 国 内 外 文博 专 家 提供 了 便 利 的 工 作环

境 ， 到 馆 的 贵 宾 专 家 在 辛 勤从 事学 术研究之余 ． 可 以 获得
一

个安静 、 舒适 的 休息 空 间 。

图 书 阅 览 室 是 重 要 的 文 化场所 ， 分 门 别 类 地摆放 、 收 藏

了 单位历年来 学 术成果 、 文博 类 重 要 书 籍及 国 内 外文博 界对

盘 龙城遗 址研究 的 相 关 学 术 著 作 。 宽 敞 、 明 亮 的 室 内 环境 ，

良好 的 文化 氛 围 ， 可 以 为 每
一

位博 物 院职工 提供 舒 适 的 阅 读

体验及学术研究环境 。

档 案 室按 照 省特级标 准建造 ， 具 备 防 潮 、 防 湿 、 防 火等

一

系 列 特 性 ， 是 保 管 全 院 文 书 档 案 、 人 事 档 案 、 文保档 案 的

重要场 所 。 为 全 院重要项 目 ． 重 大 决策提供完备 、 详实 的数据 、

资 料 支 撑 ， 反 映 了 博物 馆 的 建设 与 发展历程 和 工作脉 络 ， 是

博物馆 内 部工作 的重要宝库 。



６
． 机电设备 区

根据博 物 馆各 项 职 能 的 需 要 ， 新馆 配备 有 强 弱 电 、 集 中

供 暖 、 制 冷 、 给排 水 系 统 ，
雨 水 收 集 、 利 用 系 统等必 要 的机

电设备设施 。

雨水 收 集 、 利 用 系统是盘博新馆设计 的 亮点 。 根据项 目 排

水平面布置 图 ， 本项 目 通过雨水管将场地 内堆坡及道路雨水 引

至项 目 周边水 池 内 ， 水池总 面积 为 ５ ５ １ １ 平方米 ， 收纳 ７ ５ ．

２ ３

立方米 。 所收 集 的 地面及屋面 的 雨水 ．
用作室 外绿化浇 洒 、 道

路冲 洗及冲厕 ， 非传统水源利 用 率 ４ ５ ．
８ ９％ 。 雨水 回 收利 用 及

喷灌节约用 水量 １  １ ７ ０ ８
．
８ ５ 立方米 ， 年节约水 费 ２

．
７ ５ 万元 。 该

系 统运行成本低 ， 投入运行后可减轻公共 用 水 费 用 ， 节约资源 ，

效益显著 。 盘博新馆 的雨水收集 系统应作 为公共文化类建筑设

施 中 的示范项 目 进行更 大范 围 的应 用 推广 。

７ ． 休 闲 区

盘博新馆 充 分 考虑休憩 需 求及景观设计 ， 结合 建筑特色

及地形 ， 设 置 了 四座庭 院 （ 图 ９
） ： 东侧 庭 院 与 西层庭 院将办

公 室 、 展 陈 区 自 然 分 隔 北侧 庭 院将 办公 区 与 省 文保 中心 自

然 分 隔 ； 南 侧 庭 院 面积稍 大
一些

， 可 用 于 室 外展 览需 要 。 新

馆 主体 有机结合 庭 院空 间 ， 沿庭 院 而过 ， 颇有 峰 回 路 转 、 柳

暗 花 明 之 意 趣 。 传统 中 国 园 林景观 与现代化博物 馆 建筑相 互

延伸 渗透 ． 浑 然
一

体 ， 于 方 正 、 庄严 的 建筑氛 围 中 窥 见 了
一

抹绿意 与生机 ，
可谓独具特色 。

三 、 结语

突 破传统 的 建筑设计理念 ． 盘博新馆 呈 现 出 独特 的 魅 力 。

新馆 建 筑 将 盘 龙 城遗址 本体 中 的
＂

台 基
＂ ＂

城垣
＂

及 商 代 典

型器 物
＂

鼎
＂

等 文化元素 整体植入到 新馆 建筑设计 中 ， 与现

代化建筑技术 相 结 合 ． 在 营造地域 文化特色 的 同 时 ． 又 兼顾

了 环保 、 节 能特 性 ．
达 到 了 舒 适 性 、 经济性 、 生态 性等建设

目 标 。 盘 龙城 国 家 考古遗址公 园 的特殊 性 ． 盘 龙 城商 文化 的

重要 地位 ， 考古 类遗址博物 馆 的 独特性 ． 这些都对博物 馆 的

建筑设计提 出 了 巨 大 的挑 战 。 新馆 的设计 突破 了 传统 的博物

馆设计 思 路 ， 将
＂

古
＂

与
＂

新
＂

进行交融 ， 成就 了 盘博新馆

的 不凡 ， 成 为武汉市 和 湖 北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典范 ．
吸 引 着

海 内 外游客 。 圍

＃ 中 国城 市 ｉ 中 心 ：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 ＧＢ／Ｔ

５０３ ７８ ２０ １ ４ ） 》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０ 月 。

？ 孙悦添 、 张 蕾 ： 《 博物馆地域 文化建筑设计的 思考
——

以 Ｔ ＩＲＰ ＩＴＺ 博物 馆

为 例 》 ， 《 建筑 与 文 化 》 ２０ １ ８年第 １ 期 。

？ 冯 羽 ： 《 浅议现代博物馆外观设计 》 ， 《 居舍 》 ２０ １ ８年第 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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