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叶风华谈对北中一幢大板楼的改造

2001 年秋，一幢具有异国情调的 8 层建筑——北海市外国语学校大楼，在北海中
学校园的西南角落成。它与市第二人民医院隔文明路相望。这幢占地面积只有 700 平方
米的大楼，以简洁明快的线条，朴素淡雅的色调引得不少过往行人投以赞许的目光。
它原来是一幢建于 1993 年的“大板楼”，外形陈旧简陋，现在却变成了一幢漂亮的西式
楼房，使“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笔者认为设计师对该大板楼的改造，对于北海
建筑文明的保护与延续，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为此采访了这幢楼的设计师——
叶风华。

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叶风华，采访中得知他是合浦人，1987 年毕业于华中（武汉）
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并留校任教，现为该校建筑设计研究院北海分院院长、高级工程
师，建筑师。

当笔者问到如何把这幢大板楼进行改造时，叶院长说，当我受聘对这幢楼房进行改
造时，我的思路有两点：一是这幢楼房即将成
为北海市外国语学校，是学习英语的所在。我
认为学习一种语言，其真正的意义，应是对另
一种文化的了解，因此，在对该楼进行改造时，
应考虑采用传统的西洋建筑符号，使其建筑形
式与使用功能相一致；二是北中校内有欧式合
浦图书馆旧址，市二医院大门左侧也有一幢欧
式建筑（已毁），文明路临街两侧的立面，也

有欧式建筑的风格，整个环境都洋溢着一种令人浮想连翩，追忆无限的历史氛围。因
此，我在这幢大板楼前面一至二层的空间，即在人们走路时眼睛平视到建筑物的范围，
加建一条宽二米的、有 10 个大券拱的长廊。券拱的做法，只追求与西洋传统建筑的“神
似”，并不刻意追求与西洋传统建筑的一致，所以雕饰线较粗。最后，在外墙的粉刷上，
屏弃原外墙贴的瓷片，重新批抹，采用较淡雅的色调，力求整幢建筑显得朴素大方，
富有文化气氛。在对整幢大板楼改造的设计上，力求使新建筑能极其自然地“融入”
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中。

当笔者问到，你的设计方案出来后，建设单位（即北海中学）有异议吗？
叶院长说，建筑师认为优秀的设计，有时却未必能得到建设方的认同，这就要求

建筑师与建设方反复交流，以达到观点和理念上的最大一致（这也是建筑师在专业技
能外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一栋优秀的建筑，除要满足建设方的要求外，尚应体现建筑



师的品味和追求。而我认为，更重要、也更困难
的是体现“城市的意志”。对于建筑来说，什么
是“城市的意志”呢？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大局
观，就是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这个建筑应该怎么
样？有时一座孤立地看相当“好”的建筑，却未
必能造就优美的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建筑师能遇
上像北中这样的建设方，应该说是幸运的。虽然
他们对该楼的改造要求较高，但却非常明白建筑
师的工作与他们自己工作的差异，给予建筑师极大的创作空间。在整个设计过程中，
他们提出的建议及意见也相当中肯、有见地。正是由于双方的努力，北海外国语学校
才能以一个相对理想的形式建成。

叶院长把大板楼改造成北海市外国语学校大楼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其设
计中处处体现了对环境的尊重，对一个城市历史的尊重。因而使该楼在北海老城区建
筑群中不仅显得协调，而且体现了老城区建筑中特有的风格。

笔者认为，叶院长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城市的意志”和“力求新建筑能极其自然
地‘融入’其所处特定环境之中”的观点，对北海的文物保护单位环境风貌的保护以
及老街的保护、改造和利用是很有启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