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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建筑——加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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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建筑的定义

博物馆或艺术馆类建筑已经变成了一种“加法动物”。随着时光
的流逝，博物馆或美术馆建筑变成了一种“有机的生命体”，其
自身会不断地“生长”，形成一种多因素、多类型结构结合在一
起“共生”的体系。 ——许可 《“共生”的博物馆类建筑》

我们自己认为其实所谓的共生建筑大概就是原建筑的加建类和
扩建类工程。

例：柏林犹太博物馆（Daniel Libeskind）



Daniel Libeskind的建筑“烙印”

Daniel Libeskind是当代极
少数能给自己的作品打上一
条可识别“烙印”的建筑师中

的一个。这种烙印包括尖锐、
角形的金属碎片和反重力的
墙体，用违反常规来传达着
一种显而易见的刺激情绪。



努斯鲍姆博物馆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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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三种材料的集合体

⒈木质材料——暖色调

⒉金属材料——冷暖色调的过度

⒊混凝土材料——冷色调



丰富的材料，丰富的色调

外部的木质材料在阳
光下给人一种温暖的
感觉，而内部的这条
混凝土长廊给人的却
是一种阴冷的感觉，
中间的过度设计者巧
妙地运用了金属材料
的原有特性和光影的
变化效果完成了一种
从暖到冷的变化过程。



一层平面



二层平面



三层平面



独断的决定论思想

当Libeskind特意驱使游客沿着
一条特定的道路行进时，他就剥
夺了游客选择其它方向的权利。
或许这种使人失去方向感的不和
谐之处正是这幢建筑的特点，也
很好地体现了犹太民族的曲折历
程——被强迫、被奴役，不得不

按照其他民族的意愿去做不愿做
的事（被德国纳粹抓去做苦
隶），甚至连生命也被他人掌握
（集中营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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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断的决定论思想

再美好的东西也有不足之处：出于这种独断的决定论思
想，建筑师显然对努斯鲍姆博物馆房子中循环系统的效用
漠不关心，对那些火灾通道之类纯粹实用的要素缺乏必要
的考虑，令建筑中的不足之处变得越发明显。也就是说设
计者牺牲掉了这些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来换取建筑本身所
应该具有的某种含义——表现犹太民族的曲折历程。但是

一旦发生火灾的话，我认为人员的疏散或许会成为一个大
问题，可能会有重大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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