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备受关注，
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要建设一个专业级大
型音乐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杭州乃至浙江都需要一个专业级大型音
乐厅。这也是浙江文化建设的“刚需”。

音乐厅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文化标
识。放眼全球，无论是维也纳金色大厅、
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巴黎爱乐厅还是上
海音乐厅、广州星海音乐厅、深圳音乐
厅，都是当地的重要文化地标。拥有一
座专业的城市音乐厅，杭州期盼已久。

根据方案，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
选址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中轴线南端，
将建设杭州音乐厅、余杭大剧院、多功能
中心等。杭州音乐厅包括1个约1700座
主厅、1 个约 600 座中厅；余杭大剧院包
括 1 个约 1600 座主厅、1 个约 700 座多
功能厅。

在不久的将来，这份设计方案将落
地为文化新地标，不仅为杭州城西人民
提供更多文化产品及服务，也补上杭州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革的又一块“拼
图”。

余杭要打造的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
心，对标国际标准。为建成“承接国际标
准演出的音乐厅”和“国内外领先的综合
演艺中心”，余杭面向全球征集方案，8天
内吸引了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72 家设计
单位报名。其中，不乏建筑界最高荣誉
普利兹克奖得主。

最终脱颖而出的设计方案，来自扎

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扎哈·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以“未来感”
建筑设计频频出圈，北京望京
SOHO、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迪拜
ME酒店、卡塔尔贾努布球场等均
是其出品。

“这份方案具有较好的原创
性、标志性、文化性、落地性。在专
家综合评审基础上，结合余杭社会
各界的意见，最终胜出。”杭州未来国
际演艺中心项目工作专班相关负责
人介绍。

翻开设计方案，的确令人眼前一
亮：建筑设计的灵感来源是丝绸，色彩
用的是宋画碧青，造型则以山为形。杭
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的屋顶，犹如三片
青绿渐变的绸缎叠盖重叠，将整个空间
一分为三。右边的是杭州音乐厅，左边
是余杭大剧院，再加上中间的多功能中
心，构成一个写意的“山”字。

“檐下空间变成了屋顶剧场，屋顶成
为舞台的幕布，叠盖的空隙成为建筑的
中庭。”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样设计，景致向上流转，人
群在此相逢相知，公共与共享的舞台就
此形成。

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项目工作专
班相关负责人说，该项目计划2028年12
月底前建成投用，将成为杭州城市重要
新中心中轴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满足
市民多样化文化需求。

“山”中听音
为浙江文化地标补上“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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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闭幕的第二届“良渚论坛”，举行

了“中外音乐家对话”平行论坛。来自五大洲

12 个国家的 37 位专家齐聚，围绕“音乐精神

的递进：中外音乐传统的现代回响”中心主题交

流、对话。

再往前几日，作为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中轴线

十大重点项目之一，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杭州音

乐厅、余杭大剧院）项目概念性设计方案国际征集结果

揭晓。

不久的将来，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将成为世界各

地音乐家、戏剧家进行交流互鉴的又一个舞台。不仅如

此，在中轴线上，艺术文化街区、文化展示中心等项目，也将

在不远的将来拔地而起。

不仅是中轴线，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文化地标或具有文化

属性的载体在余杭集聚，成为观察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打造文

化窗口的一个个切入点。

在
余杭着力

构建的“两
廊 一 轴 ”发

展 空 间 新 格
局中，良渚遗址

和新中心中轴线
分别位于“古今千

年发展轴”的两端。
这条发展轴的

北端象征古老，拥有
杭州国家版本馆、“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
馆（良渚）、良渚博物院

等文化地标；南端勾勒现
代，在杭州城市重要新中

心中轴线上，杭州音乐厅、
余杭大剧院等文化新地标

正在崛起。
先看南端。

不仅有杭州未来国际演
艺中心，余杭还将在中轴线上

布局艺术文化街区、文化展示
中心等项目。这些即将落地的
文化地标，将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

以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为
例，“丝绸”和“青山”是两大设计元
素。它们分别象征着古代丝绸之
路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这是余杭坚持以文化自信铸造
城市之美的一个缩影。

再看北端。
良 渚 古 城 遗 址 是 世 界 文 化 遗

产。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形成
“1+3”立体展示体系：良渚博物院和良
渚古城遗址公园、瑶山遗址公园、老虎

岭遗址公园。
第二届“良渚论坛”期间，“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典藏馆（良渚）正式开馆。这
意味着，良渚集聚了杭州国家版本馆、

“大系”典藏馆两个国家级重大文化地
标。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
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
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文润
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

选址良渚的杭州国家版本馆，以宋
韵江南园林为建筑风格，其核心功能为
保藏、展示、研究和交流，是集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展览馆等多种场
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同时也是
中央总馆异地灾备库、江南特色版本库，
以及华东地区版本资源集聚中心。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为抢救、保护
古代绘画精品，“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
家级重大文化工程诞生。以近二十年之
功，“大系”共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
构的纸、绢（含帛、绫）、麻等材质的中国
历代绘画藏品 12405 件（套），涵盖绝大
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

位于良渚梦栖小镇创新中心的“大
系”典藏馆，是“大系”成果的重要展示平
台之一，由浙江大学和余杭区人民政府
共同建设，总建筑面积 1.3 万余平方米，
展陈面积 8600 余平方米。开馆的首展
为“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宋画大展”，全面展现宋代绘画艺术的辉
煌成就。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考古遗
存、杭州国家版本馆传世典籍文字文献、

“大系”典藏馆的古代绘画精品，有机组
合、优势互补，鲜活生动地呈现了五千年
中华文明。

融通古今
鲜活呈现五千年中华文明

如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纵深建设杭州城市重
要新中心，余杭选择以文化地标提升城
市品位，以文化生活升华城市气质，让世
界透过余杭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

揭开面纱的杭州未来国际演艺中心，
被视为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中轴线上的
一颗“明珠”。在余杭人的期待中，它不仅
将以艺术为光点亮市民的诗意生活，同时
也将带动城市艺术产业升级，进一步提升
新中心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形象。

在余杭的中轴线产业规划布局中，
明确了六大区域，其中就包括艺术文化
商业区、文旅悦享消费区等。艺术文化
商业区将重点发展创意设计、影视传媒、
艺术品交易等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宋韵
今辉的人文经济聚集地；引入国际知名
中高端消费品牌旗舰店、星级酒店、艺术
中心等，形成高品质文化消费商圈。

而在刚刚开馆的“大系”典藏馆，就
可以沉浸式体验“艺术+科技”的魅力。
走进“光影丹青”数字互动区，观众犹如
走进了一幅幅水墨丹青的中国古代绘
画中。

不仅是“大系”典藏馆，在杭州国

家版本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博物
院等场所，传统文化借助现代技术，以观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更加入心入
脑的同时，提升了文化自信。

“两创”在余杭大地开枝散叶。2022
年底，在“保护第一”原则下，余杭提出良
渚文化大走廊概念，以良渚文化为核心，
东西向串联起运河文化、径山文化、数字
文化等，以廊道式文化体系推进文化发
展。

位于大走廊东端、近期向公众开放
的“玉湖”，是余杭推动“两创”的又一个
典型案例：以“玉”为名，美术馆、艺术装
置等灵感来源于良渚玉璧，将良渚文化
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首日人流量
超5万人次、首周共接待40万人次，已然
成为文化新“顶流”。

为将良渚文化大走廊打造成有辨识
度的“文旅样板地”，近日，包括莫角听
风、良博映玉、瑶山望日在内的“良渚文
化大走廊十大图景”正式出炉。

串珠成链，一个个文化地标或具有
文化属性的载体，正在“两创”中熠熠生
辉，“五千年中国看良渚”品牌不断擦亮，

“文化+”正持续点亮杭州城市重要新中
心。

深化“两创”
以“文化+”点亮城市新中心

（（本版图片由余杭区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余杭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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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良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