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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在看得到羅浮宮的主要入口了，在遠方昂然升起，環繞著七個三角形池塘，

池塘中有燈光照亮的噴泉。金字塔入口。這個巴黎羅浮宮的新入口，幾乎已經像

博物館本身一樣有名了。」(註一)這是取自暢銷小說《達文西密碼》裡的一段話。

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是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的作品，透明的金字塔，優雅的

將古典與現代融合為一體，獨特的設計使羅浮宮一度取代艾菲爾鐵塔成為法國的

新地標。然而在建造這座金字塔之前，它卻曾被多數的法國人批評的一文不值，

甚至在現代仍有許多傳統派的法國人認為它是「法國臉上的一道疤」。筆者曾參

觀過羅浮宮，對玻璃金字塔的設計感到印象深刻，因此想藉由本文來探討這座法

國金字塔的建造過程及其內部設計。 

 

貳●正文 

 

一、金字塔的建造者－貝聿銘 

貝聿銘是古城蘇州一個大家族的第十代子孫。1917年 4月 26日貝聿銘(光明之意)

在廣州出生，十七歲時至賓州大學建築學系就讀，其後亦曾至麻省理工學院建築

系、哈佛大學就讀，畢業後被哈佛設計院聘為講師。31歲的時候，他辭去了哈
佛的教職，接受了美國房地產巨商澤肯托夫的邀請，開始了他的設計生涯。傑作

頻出、榮譽滿身的貝聿銘，曾獲美國兩位總統分別頒發的自由勛章。 

沒有建築師比貝聿銘對過去五十年的社會和政治景觀造成更難以磨滅的影響，他

將外交手腕和獨特設計混合運用在各個客戶身上。經歷過華府國家藝廊東廂的政

治傾動、巴黎民眾對他的羅浮宮改建計畫的反對聲浪等考驗等，貝聿銘的才華和

精力使他擠身本世紀最重要建築師的行列。(註二)「全力以赴」是貝聿銘八歲時

從祖父那兒得到的教誨，如今他以八十多歲，這仍然是他的座右銘。這個在中國

西化都市長大的中國人，彷彿還持續在創造新的領域、滲透進各個城市內部、結

交新的友誼。（註三） 

二、坎坷的建造過程 

「他們輪流起身公訐這個計畫，」貝聿銘說：「我的翻譯嚇得全身發抖，幾乎沒

法替我翻譯我想答辯的話。」（註四）當 1983年法國元首密特朗將羅浮宮的復

興大任交給貝聿銘時，就註定要招受四面八方的民怨，儘管當時貝聿銘已是位聲

名卓著的建築師，但巴黎人對外來入侵感到相當敏感，更別說是讓一位美籍建築

師擔當這歷史性的任務。情況在 1984年貝聿銘向「歷史紀念委員會」提出他的

設計時，更是糟到了最高點。全國似乎陷入了反金字塔運動中，有人認為，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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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遠征埃及，而今埃及卻反過來征服了巴黎，這是件極為諷刺的事。也有人

認為，法國第一位左翼社會主義總統，怎麼可以支持象徵帝國的金字塔設計。根

據＜費加洛報＞的民意調查，90％的民眾贊成整修金字塔，但 90％的民眾反對

建造玻璃金字塔的做法。（註五）所幸密特朗仍全力支持貝聿銘的作法，而貝聿

銘也鍥而不捨的要達成目標。他跟任何一位願意傾聽的記者交談，不放過任何電

視節目，並會晤官員爭取支持。貝聿銘是很具說服力的，其他人開始相信他。1984

年 2月，七位羅浮宮主要館長一反先前的態度，簽署一份無異議支持聲明。此後

他更說服了密特朗的頭號政敵，巴黎市長席哈克，支持這項計畫。但在全力支持

前，他要求貝聿銘在拿破崙廣場豎立一座實體模型，貝聿銘從善如流。而當巴黎

市民看到佇立在羅浮宮前的金字塔框架，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龐大後，也開始覺得

金字塔並不如他們想像中的糟。趁著沒有太大外力阻擋的時候，1985年貝聿銘

便趕緊動工，造就木已成舟的事實。經歷總總風暴，金字塔終於在 1988年 7月 3

日正式完工。在夜晚裡發光的金字塔一如貝聿銘所說的「像一顆閃亮的鑽石一樣

光芒四射」(註六)，而巴黎人也將羅浮宮前的金字塔視為國家的驕傲。 

三、建造一座屬於法國的金字塔 

01.背景 

法國羅浮宮美術館初建於 1190年，當時為軍事基地，十六世紀時，法蘭西斯一

世裝修宮殿，開啟了羅浮宮的藝術收藏。其後拿破崙三世刻意的經營，奠定了今

日的規模。（註七）羅浮宮為世界重要美術館，但是開館近兩百年，羅浮宮已淪

為西方最糟大型博物館，堂皇的外牆後面是一棟疏於管理的建築，甚至連法國文

化部長都在參觀後表示，館內的照明糟透了，地板也髒死了。最糟的一點是遊客

常常在狹窄、標示不清的入口摸索半天，不得其門而入。羅浮宮每年三百七十萬

參觀者大多會迷失在動線設計不良的館內，乘興而入，敗興而歸。因此當貝聿銘

接手大羅浮宮計畫時，並決定建造一座透明金字塔，使其成為新羅浮宮美術館的

醒目大門。 

02.金字塔構造 

玻璃金字塔由七百九十三片玻璃拼湊而成，標高 71英尺（21.64公尺），底邊長
116英尺（35.4公尺），底邊與建築物平行，與埃及金字塔佈局相同。玻璃金字
塔的結構務必要輕盈，因此特別設計了三向度立體化的張力結構系統，以不鏽鋼

的細索織出緊密的網狀結構，數根細索交在一個結點，結點再接上一根 55公厘
圓徑的支桿，支桿撐支玻璃面的框架，形成環環相扣的網狀結構。至於玻璃，貝

氏要求玻璃要澄清，希望金字塔能透明到看不出其存在，所以採用法國聖高貝恩

工廠用純白色砂製造的玻璃。（註八）不過使用玻璃也帶來了清潔不便地下大廳

溫度升高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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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倒金字塔 

如果說，大金字塔是從地面進入羅浮宮的入口，那麼倒金字塔便是地下購物者與

停車人的入口。倒金字塔呈現上下顛倒的金字塔結構，貝聿銘將三角錐的尖端置

於最低點，讓人由地面上看不到它的基座，使遊客從騎兵凱旋門可一眼看到大金

字塔而不受阻。玻璃邊緣的倒金字塔有著稜鏡般的折射效果，當太陽照射其上

時，這些透明的玻璃將光線解析成暗紅、淺綠、靛藍等各色光彩，照映在地面及

石灰石小金字塔上，顯得光彩奪目。此外他們還在倒金字塔與基座間安裝投射

燈，利用鏡子上下折射光線，讓入夜後的金字塔生動美麗。（註九）  

四、金字塔帶來的觀光效應 

金字塔是自身名氣下的犧牲者，也是羅浮宮成功下的受害者，玻璃金字塔興建之

初，館方原本預估每年約四百萬人次由此入館，但一九九○年代末期，羅浮宮的

年遊客數已突破五百萬人次，暢銷書《達文西密碼》及其電影版推出後，歡迎程

度更增，隨著中國、印度與東歐遊客人數增多，2010年後，入館人數甚至可能

衝破九百萬大關。 

調查顯示，玻璃金字塔在羅浮宮人氣高居第三位，僅次於達文西名畫「蒙娜麗莎」

與「米羅的維納斯」雕像，三分之二的遊客堅持從金字塔進入羅浮宮，而不從人

潮較少的另兩個入口入館，他們光是要進到金字塔裡面，就得先在廣場上大排長

龍，進入地下室的中庭後，還得再排一次隊買票。（註十） 

參●結論 

羅浮宮是一座舉世聞名的藝術殿堂，但若沒經過這次的大整修，是不可能吸引到

如此多的遊客的。筆者認為雖然玻璃金字塔還是有他的缺點，但是仍然是一座偉

大的作品，它跳脫出了人們對古典建築的成見，創造出古典與現代並存的「奇

蹟」。而貝聿銘不顧輿論的壓力，堅持自己的設計理念，也實在值得激賞，若不

是他的堅持，今天羅浮宮只會是一個收藏了許多名畫的大倉庫而已。（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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