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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一 融合型
走进太平桥公园，一眼就能看到

新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五开间设计

的主入口，造型方正简洁，两侧为上海
标志性建筑元素的铁艺装饰透雕。建

筑整体为砖砌立面，每侧均有石库门
造型的拱券装饰，寓意日出东方，中间

点缀红色石库门里弄雕刻。

据介绍，新展馆在设计之初，团队
就针对造型方案展开了激烈讨论，在

各种观点的碰撞中，产生了两种主要
想法：一是打造一个纪念性地标建筑；

二是淡化建筑本身，融入周边街区风
貌。在对馆址西侧包含中共一大会址

在内的成片石库门历史街区反复研究
后，初步拿出三个主要方案。

一是地标型方案，采用全新的现
代建筑形态，加以部分红色元素，在环

境中彰显建筑个性；二是混搭型方案，
建筑体量符合现有城市肌理，远看融

入环境，近看具有现代建筑特色；三是
融合型方案，尊重原有城市风貌与尺

度，建筑造型体现石库门特色，与周边

街区环境融为一体。

最终，多方专家经过数月论证，选
定了融合型方案———新馆建筑淡化自

身造型，更加注重历史依托，表达人文
情怀。为了达到新建建筑融入城市风

貌的目标，设计采用街区还原的方式，
重现石库门建筑的细节与风采。

在建筑尺度上，中共一大纪念馆

的地上建筑与周边建筑高度统一，采
用与周边相同的坡屋顶形式，保留山

墙山花，延续历史街区起伏的天际线
节奏，主要展览空间都设在地下。新馆

立面的红色线条部分，采用了回收利
用的红色旧砖，并调配专用的补色剂

与增强剂，力求新建筑的红色与周边
建筑系出同源。

主入口 五开间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周边建筑为

石库门建筑，原有功能为民居，建筑层

高低跨度小，而新馆室内空间高大宽
敞，现代简约，两者的差异为新馆入口

的设计带来难度。

最初，为满足大客流人群集散的

功能要求，新馆入口门洞设计为高 4

米、宽 13 米，远远大于周边石库门建
筑的门洞。据设计团队回忆，主入口

的设计方案历经了 17 版方案调整。
在初版方案中，纪念馆入口造型选用

简洁的方形石材门框，内嵌玻璃门
扇。然而，专家团队认为，立面形式缺

乏石库门建筑细节、与周边建筑风格

不协调。
为此，设计团队重新调研周边以

及上海市区诸多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一轮又一轮深化立面方案，提出了一

开间、三开间以及五开间方案。
经过多轮比选，最终确定了五开

间的设计方案———门头采用红砖拼花
装饰，与周边石库门建筑相呼应。大门

对称布局，中间高两边低。中间较高的
三个开间为展馆的实际出入口，较高

开间上方题馆名，高度与新馆总体立
面及室内空间高度相适宜。两侧较低

的辅开间为金属艺术装饰，线脚高度
及宽度与周边建筑呼应。黑色铸铁装

饰以图形抽象的方式，展现上海过去
和未来“两个百年”的城市故事。

地下厅 清新感
中共一大纪念馆分为地面地下两

部分，地面建筑面积 3000多平方米，

地下面积 7000多平方米。在用足地下
空间的同时，所有展厅均设在地下，展

陈面积约 3300平方米。“作为地下展
厅、水下展厅，设计时既要考虑做好

太平湖下方的防水工作，又要考虑观
众观展舒适度。”设计团队介绍，他们

一方面从控制温度、湿度着手，另一
方面在展厅铺设负离子健康板，让观

众有如在森林中漫步的清新感。

除了新馆建设，中共一大纪念馆项
目还包括太平桥公园绿地升级改造，设

立了450平方米左右的集散广场，可供节
假日举行各类仪式，集散、等候、排队等。

广场直通太平湖，打造景观视觉通廊。而
环太平湖的堤岸，由百种花卉植物、百米

长的八仙花带、百棵枫香等色叶树种，构

建起独具特色的街景花园，既体现城市
绿地的生态功能，又为市民呈献一道可

阅读、可品味的城市风景线。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杨玉红

    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建筑造型如何选定？

立面图案有何寓意？ 设计团队一一解答

主入口设计改了 版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们中

国人都懂。如果请你将这六个字翻译
成外语，掏出手机，各种翻译软件都能

帮你做到“信”“达”。可仔细想想，直译
得无论多精确，对方或许都无法理解

我们想概括的那段历史。这是上海外
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王育伟告

诉记者的一个例子。

今年一月中旬，上海外国语大学
与中共一大纪念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传播话语
体系，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重
中之重，是做好一大纪念馆党史展陈

的译介。事实上，从《共产

党宣言》的译介到马列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外

语在中国共产党

的创建和奋斗历
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用对象受众乐听易懂的话语向

外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话语体系

和国际传播理论体系，是新时代外语
界同仁的新使命和新机遇。”上海外国

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说。
涵盖英、法、俄、西、阿、德、日七种

语言的近 40 人翻译团队迅速建立。

“团队成员本身的教学、科研无法停
下，时间紧、任务重。”上海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处长王有勇说。他本人是阿语

翻译的“大腕”。这支团队既有经验丰
富的老将坐阵，也有富有激情的年轻

人参与，更是“中外结合”———邀请了
不少外方专家担任审稿人，还有专业、

严谨甚至严苛的编校人员。“我们定下
的方向是要让外国参观者真正‘入眼、

入耳、入心’。通过非常地道的对象国

语言，让外国参观者感受到，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是那么精彩。”

王育伟领衔的英

语翻译团队任务最

重。他告诉大家，翻译过程一定要清

楚：中国观众有知识储备，或多或少
对党史有些了解；可外国观众就不同

了，他们对共产党可能了解很少。“团
队建立之初，在与外方专家沟通的时

候，他们就建议我们客观陈述历史，
遇到比较‘虚’的文字，一定要将其落

‘实’。”他说。

五四运动时，面对国家和民族生
死存亡，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谱写

了浩气长存的爱国主义壮歌。“我们都
知道，当年黑发白衫的少年走上街头，

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
‘五四运动’四个字背后，包含了太多

太多，并不是简单的直译所能诠释
的。”王育伟说。在翻译过程中，团队成

员始终绷紧一根弦。“比如遇到‘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他解释，“看着

很简单，但若用词不当，有可能被曲
解。”字面翻译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

的翻译更是一种话语体系的转换。用
外语讲述党的故事，他们期待外国参

观者能听进去。
据介绍，这个翻译团队还吸纳了

不少外国留学生，希望通过年轻一代
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本报记者 郜阳

是翻译，但不仅仅是翻译
上外与一大纪念馆合力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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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纪念馆今天开馆。纪
念馆主入口大门为何采用五
开间设计？场馆立面上的图案
有何寓意？地下展厅如何保持
舒适度？记者就此采访中共一
大纪念馆的总包设计团队华
建集团工程建设咨询公司，一
一了解。

幕后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