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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送给汉堡一份特殊的礼物：在汉堡市人文博物馆后面建起

了一个中国古典园林--汉堡豫园。因为湖心亭茶楼处于豫园

的中心，因而当地人也亲切地称之为“中国茶楼”。据悉，

该园林是以著名的上海豫园为蓝本复制而成的建筑。然而，

由于中德两国在文化背景、建筑理念及营造方式上存在着许

多差异，使得这个身处异乡的“中国茶楼”并不能完整地展

现出它的建筑风貌和文化底蕴。上海豫园是中国最著名的园

林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个中国古典园林。它

始建于明朝。当时正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发展和完善的鼎盛

时期。豫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怡情养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从外形、神韵以及内涵上将上

海豫园移植到汉堡，确实很难。”承建该项目的镇江国际合

作公司总裁李鸿宝说。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和中国山水画艺术

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古典园林倡导将天、地、石、水、屋

、路这古典园林里的七大元素之间的和谐。而人作为第八元

素与它们是融为一体的。然而，这些建筑理念却同德国严格

刻板的建筑标准有相互矛盾之处。比如在小桥栏杆的设计上

，中方设计师设计高度就低于德国标准里的“安全高度”，

因为在中方设计师的眼里，过高的栏杆将破坏园林整体的视

觉效果，无法让小桥这一元素有机地融合到整个园林之中。

再者，桥下的水深仅仅是过膝，一般不会出现溺水危险。然

而，这个设计却无论如何都通过不了监理的审查，最后也只



能按照标准提高栏杆的高度。在汉堡豫园的建设过程中，中

方工程师还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德国同行习惯用逻辑思

维思考问题，他们对于园林里亭子屋檐上高高翘起的角总是

有所担心：担心屋檐的四角会掉下来。因而，他们要求中方

拿出对于这些屋檐的力学原理推理。然而，在中国，很多古

典建筑是通过师徒代代相传的，至于其中复杂的力学原理，

还真没有人去计算推理过。去跟德国工程师解释屋檐翘角的

原理无疑给中国工程师们出了一道难题。“最后，我们只能

跟他们说：‘我们都这样盖房子盖了几千年了，还没有出现

过你们担心的事情’。”李鸿宝说。鉴于德方也无法提出其

质疑的推论依据，德国工程师也只能接受中方的建造原理了

。按照传统工艺要求，木构件在中国古建筑结构中占据了主

导地位，各种木构件之间的衔接是通过中国古建筑特有的工

艺-卯榫来实现的，这与现代建筑中钢筋混凝土整体浇灌的连

接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可是木构件结构却不符合德国的建造

标准。在向德方阐述木构件结构及功能原理之后，双方决定

：将中国茶楼的地基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茶楼的主体，

如柱、梁、檩、枋等结构主体部分依然采用木构件，通过特

殊工艺将两部分连接。因为汉堡的天气较上海要寒冷许多，

所以建筑的保暖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早在五百多年以前，

在紫禁城宫中，古人就用巧妙的办法去采暖了：他们将烧热

的炭盆放在室外泊岸的地下夹层之间，热气借由通往室内的

地下夹层，达到地热采暖的效果。然而，这种古老的采暖办

法从使用功能和效果上对于现代化的汉堡显然已不适宜了。

在汉堡豫园的湖心亭茶楼和绿波廊饭店里，人们按照现代化

的取暖工艺安装了德国暖气，同时在墙体内采用了德国当地



的保暖材料。为了进而符合德国建筑行业对保暖的标准，中

方还改变了门窗的尺寸。世间没有绝对相同的东西，这句话

也同样适用于在汉堡“定居”的汉堡豫园。尽管从外观上看

，它就好像将上海豫园搬到了汉堡一样。但是，为了适应当

地的环境和符合当地的标准，工程设计人员对其内部设计做

了很大的改变。也许，这也赋予了它另一层含义：作为中德

文化交流的平台，“结果并不是一味强调和突出中国古典园

林建筑或是西方园林建筑任意一方的特点，而是将双方园林

建筑的特征与优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通过双方

不断地交流、讨论，共同寻求解决双方在施工工艺、建筑结

构及形制上分歧的最佳方法，进而使中德园林建筑文化特点

在汉堡豫园中能够得以集中体现。”李鸿宝说道。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