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 北京市总工会与中央美术学院联合推出
太庙艺术馆大型首展———《历史的温度： 中央美术学
院与中国具象绘画》 （以下称 《历史的温度》） 开幕，
中央美院拿出史上规模最大的馆藏作品， 同时也标志
着 “太庙艺术馆” 面向公众拉开帷幕。 此次的 《历史
的温度》 不仅让人们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国具象油画发
展的温度， 也让人们看到了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太庙
以艺术为载体实现了新的华丽转身。

在这里触摸“历史的温度”

展览开幕的9月10日秋雨绵绵， 仿佛要洗尽太庙周
遭的历史尘埃。 从这天起， 这座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古
老建筑将延展出新的生命———太庙艺术馆。 参观者漫
步在这承载中国古代最高礼制的太庙内， 一边聆听百
年宫墙传出的历史脚步声， 一边欣赏着代表中国美术
史不同高峰的艺术作品， 有一个感受是相同的： 这里
称得上真正的艺术殿堂。

太庙艺术馆的馆域面积为太庙红墙内全部区域，
包括古代中国最高建筑等级的太庙享殿、 寝殿、 祧庙
及6座配殿等明代建筑， 相当于院内9座古老宫殿都成
为艺术馆的组成部分。

为了这次 《历史的温度》 展览， 北京市劳动人民
文化宫的工作团队加班加点， 每天工作人员从早上8
点干到晚上9点， 将一幅幅的作品， 完成拍照、 摄影
工作。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主任李鹏介绍说， “9
月5日到7日， 我们完成搭建、 刷漆工作， 7日到9日完
成挂画的工作。 因为这批作品的文物价值很高， 团队
实行三班倒， 人员几乎都没怎么休息。”

从最终结果上看， 工作人员的付出得到了参观者
的肯定。 不少人看完展览后， 对展览的清晰逻辑称赞
有加。 “太庙艺术馆在自身硬件条件上， 具有唯一性
和不可复制性。” 李鹏说， 不少参观者向他反映在太
庙艺术馆看展览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为何叫 “太庙艺术馆”？ 李鹏告诉记者， 名字的
确定经过反复论证———太庙美术馆、 太庙展览馆、 太
庙博物馆……这些都曾是备选的名字， 但又一一被否
决。 “在名字确定的过程中， 我们曾请教过不少艺术
大师， 听取不同的建议。 大家认为 ‘太庙美术馆’ 听
起来更多的是在于书画艺术的展示 ； 而 ‘太庙展览
馆’ 侧重于大空间的展示； 如果叫做 ‘太庙博物馆’
则侧重于文物藏品的展示 。 这些都不太合适 。 最终
2014年下半年， 市总工会选取了艺术馆的名字。 今年
《知古鉴今·资治通鉴 》 展览时开始试运行 ， 在这次
《历史的温度》 展览中正式使用了这个名字。 出发点
还是在于能够发挥出太庙独特的作用， 而且与地理位
置接近的故宫和国家博物馆能够形成区别。” 李鹏表
示。

对此， 太庙艺术馆主持设计者、 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客座教授、 世界著名建筑师朱锫也认为： “如何让

中国的伟大的传统建筑遗产展现给世界， 艺术是一个
最佳角度和最合适的内容 。 古建最重要的首先是保
护， 其次才是适度的使用。 美术馆、 博物馆等艺术空
间对古建来说是最安全， 因为它自身首先考虑的也是
防火防水 、 温湿度控制等因素 。 其次 ， 它只需要空
间， 不需要建造。 在世界上， 大多需要保护的历史建
筑遗产都首选美术馆、 博物馆、 艺术馆等作为自身使
用的形式， 法国的卢浮宫就是很好的例子。 还有， 艺
术是无国界的 ， 艺术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沟通渠
道。 好的艺术展览置于其中， 能让所有人不仅享受艺
术， 而且还可感受这个空间， 将伟大的建筑和艺术的
展览结合起来， 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 把太庙演变
成艺术圣殿， 令我对北京市总工会领导所具有的文化
思维的前瞻性十分钦佩。”

记者了解， 今年初， 中央美术学院与北京市总工
会已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共建太庙艺术馆。 为了体现
对双方历史性合作的重视， 中央美术学院特意把原定
于在其他地方首展的 《历史的温度》 改在太庙艺术馆
举办。 对此，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表示： “这次

展览既是对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的一次巡礼， 也是朝向
中国油画未来之路的新起点。 以前我们常说 ‘艺术殿
堂’， 如今艺术走进真正的殿堂， 这个词儿算是名副
其实了。”

七年筹备打造出的国际级艺术馆

“今年初 ， 我们一直在试运行 ， 不断做细微调
整。” 据李鹏介绍， 整个太庙艺术馆建设的完成经历
了几个阶段 ： 2008年 ， 太庙艺术馆进入第一个阶
段———整体定位和构思。 在这个阶段中， 策划者们将
要完成确定名字等内容。 随后的2009年至2010年主要
是可行性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市总开会专题研究。 第
四个阶段方案设计， 这个阶段在2011年到2014年完成，
目的是在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 达到展出的功能。 第
五个阶段是组织施工， 从2014年到2015年4月基本完
成。

为了打造世界级艺术馆， 他们特意邀请了当代著
名建筑师朱锫主持设计， 在充分保持古建风貌和保护

历史文物的基础上， 增加了专业展览设施， 同时兼顾
国学讲堂、 职工文化服务等功能。 展厅总面积6000余
平方米， 目前展厅设施、 灯光照明、 安防技防系统均
采用国际先进技术， 经检测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李鹏还告诉记者， 为防止伤及古建一砖一石， 每
次展览的展墙都是重新搭建的。 “工人施工时， 我们
需要派专人盯着， 哪怕不小心敲打到地面都不允许。”
同样小心翼翼的还有建筑师朱锫， 可以想象， 要在古
建内 “造” 出一个艺术馆， 绝非易事。

朱锫透露， 在方案设计和施工阶段， 他和设计团
队始终充满了对古建筑的尊重， 充满了对社会公众的
一种回馈心理。 “我理解太庙是一个公共空间， 我们
要做一个让劳动人民都能享用的文化宫殿。 而无论哪
种文艺形式， 都首先要解决如何落地的问题， 这期间
我们不停地在问自己如何保护并让古建焕发青春？ 如
何弘扬文化遗产？ 如何通过艺术把人们的公共生活带
进来？ 如何塑造一个独特的艺术馆？”

为此， 朱锫请来了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前主席托
马斯·凯伦斯， 世界最著名美术馆专家及策展人， 以

及世界知名艺术家、 意大利和中国的古建筑保护专家
来太庙出谋划策， 并组成了10人左右的国际化团队。
在实践中， 他们不断找问题， 绝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朱锫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吴志刚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太
庙原来的窗户使用钉子直接砸进去的。 为了尽可能的
保护古建筑， 在施工时， 他们找到一种德国的技术，
能利用膨胀效果固定窗户， 既不破坏古建筑原貌， 又
实现了密封性的要求。 而在施工阶段， 朱锫团队还要
求增加的所有设备不能与原有的古建筑发生关系， 展
品的重量要完全由展墙而非古建筑墙面来承重 。 还
有， 展灯和空调的安装， 也都是在尽量依靠新设立展
墙来完成， 从而达到保护古建筑的目的。

鲜为人知的是， 朱锫还是北京市总工会和中央美
术学院合作的 “大媒人”。 原来朱锫与中央美术学院
院长 、 前国家美术馆馆长 、 世界著名策展专家范迪
安 ， 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 ， 他总感觉太庙与艺术
有种缘分 。 去年年底 ， 他受工会委托 ， 邀请范迪
安院长及他的团队来到太庙参观指导， 并与工会领导
见面， 从此开始了两家的联手合作。 他说， 看到如今
太庙艺术馆在业内树立起的影响， 自己觉得一切辛苦
都值了。

朱锫表示， 正期待着和市总工会开始新的策划，
通过跨界的合作， 赋予太庙这一艺术公共空间以全新
的魅力。

太庙“公共空间化” 的时代印记

太庙的 “公共空间化” 始自1926年———太庙改为
“和平公园” 开始向普通市民开放。

到了北平解放前夕， 中共北平市委在商讨解放后
的工会工作时曾经提出， 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中国工会
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的光荣传统。 1949年8月23日，
北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提议将天安门左侧的太庙
辟为工人文化公园。 不久， 故宫博物院正式将太庙移
交给北京市总工会。

1950年， 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会有关负责人
赴中南海请毛泽东题写匾额 ， 毛泽东正式将之定名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当年4月30日， 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在太庙前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 作家赵树
理在开幕式上为之题词 ： “古来数谁大 ， 皇帝老祖
宗， 如今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世道一变化， 根本不
相同， 还是这所庙， 换了主人翁。” 自此， 太庙开启
了开展职工文化活动的新时代。 这标志着工人阶级不
但在政治、 经济上得到了解放， 而且在文化上也翻身
做了主人。

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筹备期间， 周恩来总理
曾明确指示， 要把它建成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
“学校和乐园”。 所以， 北京市总工会接收太庙以后，
便对之进行了相应的改造， 将各殿分别辟为展览厅、
游艺厅、 会场、 教室等。 太庙成了北京职工群众数一
数二的文化娱乐场所， 也成了举办其他社会文化活动
的优先选择场地。 党和国家许多重大活动也在这里举
办。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杨冬梅教授看来， 工人文化
宫在发展过程中， 也曾经历风雨。 尤其是上世纪90年
代中后期以来， 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 工人文化宫
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当时， 全国各地文化宫普遍

开展了以 “以文养文” 为口号的多种经营活动， 最后
多数演变为承包和出租 。 由于文化宫良好的地理位
置， 出租带来的效益要比文化经营创收更多， 所以文
化宫大多用于出租获取收益， 从而迷失了 “学校和乐
园” 的方向， 尤其是学校的功能部分甚至全部被职工
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替代。 为此， 全总在1997年特意
下发了 《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县以上工人文化
宫、 俱乐部建设的若干意见》、 《关于制止非法侵占
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的通知》 等文件加以规范。

可以说， 那一时期是包括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在内的全国工人文化宫系统的艰难探索期。 北京市劳
动人民文化宫作为北京唯一的露天书市举办地， 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极为火爆。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
前， 尽管也有过困惑、 迷茫， 但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始终坚守阵地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不仅增强了
“造血” 功能， 还走上了 “服务、 创收、 发展、 更好
地服务” 的良性轨道。

职工文化服务加速提档升级

2013年， 中国工会十六大提出 “适应职工队伍的
新情况新特点， 唱响劳动光荣、 工人伟大的时代主旋
律， 创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使职工群众的
劳动热情和创造潜力充分迸发 。” 《中国工会章程
（修正案）》 第二十八条 “工会基层委员会的基本任务”
中， 也增写了 “推进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 的内容。

2014年， 北京市总工会推出 《在职职工文化体育
发展助推计划》， 普通职工可以通过各级工会组织把
自己在声乐、 舞蹈、 乐器、 曲艺小品、 主持等方面的
培训需求向劳动人民文化宫提出申请， 文化宫根据需
求举办专题讲座、 短训班、 主题沙龙等。 截至2014年
11月， 文化宫共举办各类活动500余次， 62家基层工会
的上万名职工直接受益， 有效解决了职工文化工作碎
片化的问题， 有力地发挥了职工文化主阵地的作用。

至此， 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为重要阵地之一
的首都职工文化建设迎来了提档升级的历史机遇期。

据李鹏介绍， 市总主席办公会已通过了 《北京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 “三区一园” 总体发展规划》 （以下
简称 《规划》）。 《规划》 明确了劳动人民文化宫 “公
益导向 、 市场运作 ； 规划衔接 、 统筹资源 ； 重点突
破、 循序渐进； 创新合作、 共同发展” 的发展原则；
提出通过3至5年的努力 ， 实现文化宫的转型 ， 建设
“太庙艺术馆展览展示区” “太庙传统国学区” “职工
文化活动区” 以及 “一流管理水平的特色公园”， 形成
以太庙艺术馆、 传统国学、 职工文化为基础功能的园
区运行体系 ； 初步建成全市职工文化工作者培训基
地， 逐步发挥职工文化示范辐射效应， 带动全市各级
职工文化服务阵地发挥作用，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共赢。

具体到太庙艺术馆， 李鹏透露， 在展览策划上，
目前已有周全的考虑。 “每年中央美院和市总会共同
策划、 打造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民族发展的高端艺术
展览。 今年正在策划的展览有三到四个， 明年至少会
有四个。 通过策划的这些展览， 为全市职工和社会服
务。” 他表示， “太庙艺术馆还会为职工艺术家、 文
化类协会提供展示平台， 这些都是在追求社会效益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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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盛丽/文 周世杰 万玉藻 孙妍/摄

打造精品艺术殿堂
劳动人民文化宫

———创建“太庙艺术馆”背后的故事

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太庙，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回到劳动人民手中， 被毛泽东主席命名为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
化宫”， 成为广大职工群众学习文化、 开展活动的 “学校和乐园”。 如今， 为满足职工群众以及社会更高层次的精
神文化需求， 北京市总工会进一步发掘太庙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创建了将古典风貌与当代审美相结合的 “太庙
艺术馆”。

从 《知古鉴今·资治通鉴》 展览， 到 “历史的温度： 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绘画” 展览， “太庙艺术馆”
作为 “高端、 精品的艺术殿堂” 的品牌正在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