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米
色
的
樓
體
，
配
以
深
紅
及
冷
灰
為
點
綴
，
即

將
與
公
眾
見
面
的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以
雍
容
的
氣

度
坐
落
於
西
九
文
化
中
心
。
作
為
負
責
設
計
香
港
故
宮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許
李
嚴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執
行
董
事
，
也

是
香
港
著
名
的
建
築
設
計
師
，
嚴
迅
奇
此
前
接
受
大
公

報
記
者
採
訪
，
表
示
將
以
適
當
的
形
象
、
良
好
的

體
驗
以
及
更
加
活
化
的
場
所
，
為
觀
眾
帶
來

一
場
跨
越
古
今
中
外
的
對
話
。

大
公
報
記
者
徐
小
惠
、
劉
毅

設
計
理
念

2022年5月15日
星期日

責任編輯：黃 璇
美術編輯：馮自培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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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迅奇：

走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先看到的是採用了紫禁
城建築群之主色調的博物館大樓；來到正門口，朱紅色大
門上裝飾有一排排門釘，參照的是故宮的門釘裝飾設計。緩
緩推開大門，一個摩登、明亮的現代博物館出現在眼前。香港
故宮建築的外觀設計擷取了中國古代藝術文物造型的精粹：精緻
典雅，線條簡潔，外形流暢，上寬下聚，設計既能善用空間，亦可
以展現出中國傳統藝術和建築的巧妙平衡感。展廳方面，由於展出的
文物不少色彩豐富亮麗，故廳內色調均以淡色和大地色為主；另外在博
物館正門、每個展廳和士林館的入口等位置還採用紫禁城城牆的朱紅色作
點綴。

意象方式呈現傳統
不同於建築本身已經

是歷史文物和藝術品的故
宮博物院，在嚴迅奇看
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除了需要建築元素引發與
故宮相關的聯想外，更重
要的在於，它是一個以現
代化建築展示故宮的藏品
的地方。因此博物館在外
牆設計既呈現古代藝術文
物的肌理，亦發揮環保功效：節能、隔熱、吸音，有助減低周邊戶外表演所產生
的聲浪對館內觀眾參觀的影響。外牆由清水混凝土傾斜結構構成，外掛4022件帶
孔鋁板，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幫助大樓保持合適的溫度和濕度。此外，嚴迅奇
介紹，外牆向東中間部分的標誌性構件，以耐候鋼造，此構件牆身的顏色和質感
會隨着時間產生化學作用而有所變化，體現歲月的沉澱及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

上寬下窄垂直呈現
採訪當天，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尚未完全竣工，嚴迅奇坦言，疫情之
下，緊迫的時間成為今次參與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大樓設計的主要挑戰之
一， 「另一個挑戰就是土地。」

香港土地資源緊缺，為了更好地
利用土地，嚴迅奇一反傳統博物館的
橫向的空間展開方式，而以垂直空間
來呈現。在承傳紫禁城建築的中軸線
之概念之外，於地面、二樓及四樓分
別設有三個面向不同方位的中庭空
間，參照紫禁城中軸空間平面遞進的
布局，層層遞進貫穿整座大樓，引領
訪客向上層參觀。三個中庭與戶外空
間相連，讓觀眾在欣賞文物之餘，亦
可飽覽西九文化區、香港島的天際線
以至大嶼山的亮麗景致。

採訪中，嚴迅奇反覆提及 「對
話」 二字，他希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能夠自其所立之地，與M+博物館對
話，與西九文化區對話，與周邊的自
然環境對話，與古今中外對話。大樓
東西兩側外牆的傾斜設計，為地面樓
層提供更多廣場空間予公眾休憩和舉
行文化藝術活動等，嚴迅奇相信：
「建築物不可以太孤立，所以我們使
用到了平台，從平台望出去，與周圍
的建築、環境發生關係，從而做到向
外的溝通。」 中外古今文化由此碰
撞。
部分圖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提供

讓 與故宮館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即將開幕。

一路走來，嚴迅奇設計過香港、澳門、內地多個
有特色的地標式建築，不論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廣
東省博物館，抑或是上海 「九間堂」 ，其設計理念一
直遊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忙碌的大都會中，既回
望中國傳統文化，亦探討現代人與建築空間的共融共
生。

論及中國傳統文化對其建築設計理念的影響，嚴
迅奇表示： 「我參與設計上海 『九間堂』 時，設計靈
感來自傳統大宅。大宅結構為的是分開尊卑，就算是
四代同堂，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小天地。」 於
是，這棟建築又吸納江南水鄉建築風情，以 「三開三
進」 的漸進式設計手法，塑造空間理念。

着重人與空間之比
與內地相比，香港熙熙攘攘，空間不富裕。嚴迅

奇就想到用建築去充當聯絡和貫穿的作用，譬如他在
設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時，就藉此串聯起整個中西區
網絡，聯絡東西人潮。就連今次設計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也有考慮到藉此聯絡整個西九文化區， 「城市
是第一位，建築是第二位，打造地標式建築，也是為
了改善城市運作。」 嚴迅奇道。

嚴迅奇曾多次提到人在建築空間的重要性，日前
採訪時，他再談人與空間的平衡關係時說： 「我會在

設計時，着重考慮人與空間的比例，當人數很多的時
候，開闊的景觀顯得尤為重要；我亦會考慮空間的焦
點，一個沒有焦點的空間不會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再者，我會控制空間環境，比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的溫度和燈光，都會在考慮範疇。」

專訪尾聲，嚴迅奇坦言自己很少回望過去，最重
要的是問心無愧。他亦認為，對於一個建築師而言，
批評會永遠存在，更多的是一種前行的動力，如果是
主觀上的見解和誤會，就留待時間考驗。

打造地標建築 改善城市運作

▲乾隆帝歲朝行樂圖。

▲故宮珍藏陶瓷 「孩形枕」 。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中庭台階，引
領觀眾向上參觀。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總設計師嚴迅奇。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古今中外對話

樓身：
•外牆設計既呈現
古代藝術文物的
肌理，亦發揮環
保功效：節能、
隔熱、吸音，有
助減低周邊戶外
表演所產生的聲
浪對館內觀眾參
觀的影響。

•中庭天花，以現代手法演繹紫禁城
內宮殿屋頂的琉璃瓦鋪設，遠看恍
如竹簾，又像輕紗，雅緻飄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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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設施

▲嚴迅奇負責設計的廣東省博物館外觀。 資料圖片

GF

•博物館正門入
口的大門上有
門釘裝飾，參
照了故宮的門
釘裝飾設計。

•展廳1 「紫禁
萬象：建築、
典藏與文化傳
承」 （展期兩
年）。•故宮學堂，佔地1600平

方米，設有演講廳和三
間活動室，分別是崇文
館、弘文館和學習資源
中心，是香港博物館中
最大的專用學習空間。

•九個展廳

7800平方米

•故宮學堂

1600平方米

•演講廳（400座位）

570平方米

1F

•展廳2 「紫禁一日：清代宮廷生
活」（展期兩年）。

2F

•展廳3 「凝土為器：故宮珍藏
陶瓷」（展期兩年）。

•展廳4 「龍顏鳳姿：清代
帝后肖像」（展期一年）。

•展廳5 「器惟求新：
古代工藝對話當代
設計」 （展
期兩年）。

•南中庭和觀
景台，可一
覽香港島的
天際線。

3F

•展廳6 「同賞共樂：穿越香港
收藏史」（展期一年）。

•展廳7 「古今無界：故宮文化
再詮釋」（展期一年）。

•展廳8 「國之瑰寶：故宮藏晉
唐宋元書畫」（展期三個月）。

4F •展廳9 「馳騁天下：馬文
化藝術」（展期六個月）。

•西中庭和觀景台，可欣賞
到大嶼山的景色。

▲尚處於布展當中的展廳現場。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傳統和現代兼備 藝術與建築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