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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文化广场在地性创意设计探索

王晓华

西安美术学院，西安 710065

摘要：“能源文化广场”作为我国第一项以当代能源工业建设为题材的大型文化广场设计，主要从空间文化样态、建筑景观造型

和特质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的创意思维入手，目的在于体现当代国际高科技能源工业文明语境下中国工业文化景观的在地性

文化形象和品质。在方案设计的文化创意中，设计师运用在地性思想观念和环境艺术设计思维方法，通过对项目所在地的自

然环境与人文历史两方面在地性要素的捕捉、归纳和分析，采用造型艺术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以实现后工业景观设计理念中对

于人性的多维度关照，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大胆的探索。通过该项目设计实践和理论研究得出结论，在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全

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文化景观同样存在着地域性文化属性和创意设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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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Creative Design of Energy Culture
Square
WANG Xiaohua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China

Abstract:“Energy Culture Square”is a cultural facility project in the national energy base designed by the author, and it is also a

selected work in the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As the first large-scale cultural square design in China with the theme of contemporary

energy industry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started with the creative thinking from the aspects of space culture pattern, architectural

landscape modeling and special cultural atmosphere construction, aiming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al image and quality of China’s

industrial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high- tech energy industry civilization. In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of the project design, the author used the concept of locality and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thinking to capture,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elements of locality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istory of the project site, adopted the techniques of

plastic art and symbolism to achieve the multi- dimensional concern for human nature in the post- industrial landscape design

concept, and made a series of bold exploration for this purpose. Through the design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is project,

it is concluded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industrial technology civilization, the industrial cultural

landscape in China also has regional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creative design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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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人类在创造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中与自然

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多要素复合体，而文化景观的概

念主要源自文化地理学，是由一系列固定、半固定与非

固定元素构成的场所文化的外在表征[1]。具备文化景

观价值的基础在于，由场所诸要素构成的整体环境应

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然而，自20世纪政治和经

济全球化浪潮以来，文化景观的地域性特征日渐消失

或者趋同，地域主义观念在文化景观设计的实践中也

日趋乏力，于是产生了一种批判性地域主义的“在地

性”艺术理论[2]。本文所谈论的“能源文化广场”在地

性创意设计，属于一种探索性较强的大型工业文化景

观，非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人们从工业遗址中挖掘人文历史和审美

价值，达到延续城市文脉，唤醒场地文化活力的后工业

景观设计，它是一种需要设计师从一片历史沧桑和荒

芜的沙漠中创建起能够体现当代国际高科技能源工业

文化精神的公共性文化艺术工程。综合分析认为，“能

源文化广场”工程的设计具备了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以

来的所有属性，即传统意义上的、后工业化的、全球化

和地域性的文化属性。

一、项目基址地在地性构成分析

“能源文化广场”是中国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核心

园区——清水工业园区内的重要文化工程项目。在地

理位置上，清水工业园位于毛乌素沙漠东南部的边缘

地带，是黄土高原与沙漠区的过渡地带，在陕西省神木

市的大保当镇境内。毛乌素沙漠在蒙语中为“坏水”之

意，也称“鄂尔多斯沙地”，名称取自陕西省靖边县“毛

乌素村”的村名。据考证，这里曾河水清澈、水草丰美、

风光迷人，是我国北方游牧民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

在靖边县境内，有距今 1500年历史的匈奴“废都”（统

万城）遗址，说明这里曾经是古代匈奴人政治、经济和

文化活动的中心区域。附近不远处的具有四千年历史

的石峁遗址证明，这里曾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处

重要的文化中心。因此地质专家们普遍认为，毛乌素

沙漠主要是由于人类过度放牧、开垦，以及频繁战乱导

致了地表沙化现象。

清水工业园所在区域属于干旱少雨，暖温带与中

温带草原过渡区的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日照期长、

无霜期短，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低，每年冬春季频

繁伴有很强的沙尘暴。而且，每年冬季10级以上的大

风和零下 20℃以下的气温司空见惯。因此，该地区百

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建起一系列适应该地区气候

环境生存的窑洞建筑形式和居住文化。

这种自然环境的形成也许与其地下丰富的矿产资

源和内部频繁的地质活动方式密切相关。多年来的地

质勘探结果证明，在这种荒芜的沙漠地表之下蕴藏着

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页岩气、二氧化硅、岩盐等丰

富的矿物资源。其中，煤炭储量预测达 2720亿吨，油

气田与我国最大的内蒙古苏里格气田连成一片。地下

深处奥陶纪岩盐矿的储量预测达到 6万亿吨，可供全

世界人食用500多年。

清水工业园分别由北区、南区和增值区三大部分

组成，规划总面积达 82万 km2。南区在综合利用煤炭

资源的基础上，以煤炭分质利用技术为主体，分别发展

煤炭低温干馏制油、煤炭深加工和煤液化等多项重点

项目。北部是一片以发展煤基烯烃产业链为重点的，

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项目区。西区在利用南北两区

大量低成本化工原料的基础上，重点发展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低能耗和低污染的精细化工、新能源，以及

新型材料的研发和生产。自该基地规划获原国家计委

批准以来，优质的矿产资源和投资环境已使美国陶氏、

荷兰壳牌、英国安格鲁、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十几家世界

500强国际企业，以及众多国内实力雄厚的企业纷纷

落户。因此，该园区显然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世界级

科技水平和国际化生产管理机制的超大型能源化工基

地，见图1。

按照规划愿景，清水工业园区将最终发展成为可

供 20万从业人口居住、生活、工作和学习，体现绿色、

环保的当代工业建筑环境理念，体现世界当代工业文

明精神面貌的工业重镇和特色旅游热点地。因此，清

水工业园“能源文化广场”的建成，将会成为体现国家

能源基地发展理念和当代工业文明精神面貌的象征、

园区内所有从业者精神生活的核心区域、未来工业文

化旅游景观的支撑点。

图1 国家能源基地煤电生产区场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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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地性景观环境设计的创意思维

对于设计师来说，景观建筑与环境设计的创意首

先是一种激烈、兴奋和高强度的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

斗争过程，为的是“把对象归结成一些已熟知的、为这

个对象与其他对象所共有的要素”[3]。理性思维是指

设计师对于该项目所承载的，主要由甲方提出的对于

整个园区所承担的功能性、实用性要求，以及社会意

义。同时还要对于设计中即将面临的自然条件、环境

要素、技术和经济条件等限定性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

分析。非理性思维是指设计师通过分析各种参考资

料、素材，特别是经过亲临项目基址地的考察和直觉体

验，综合当地自然条件与人文历史等要素进行的发散

性或联想性思维，从而获得景观建筑形式和空间文化

意象设计中的审美趣向、艺术风格、文化氛围，以及场

所人文精神的定位。

自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陕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通过引水拉沙、引洪淤地等方法，对毛乌素沙

漠进行了根本性治理。经过几十年长期不懈的努力，

他们建立起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的基干防护林带、农

田林网、零散林和铺天盖地的固沙草等治沙措施，最终

使陕西境内的毛乌素沙漠销声匿迹，创造出人进沙退

的世界奇迹。因此，人造沙漠绿洲成为本项目基址地

基本的人文景观。

明代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国北方草原文明与中原

农耕文明交流和冲突的交错地带，是吕布、杨家将、韩

世忠等英雄豪杰辈出的地方。令世界考古界瞩目的新

石器晚期石峁遗址就在与大保当镇毗邻的高家堡镇境

内。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秦代古长城、烽火台、明长

城和镇北台等古代军事设施遗迹尚存。因此，每当踏

上这块富有传奇色彩的热土，不由使人联想起曾几何

时这里是狼烟四起和金戈铁马的古战场，仿佛看到了

在沙漠中艰难行进的驼队，耳旁不时回荡起陕北婆姨

送郎走西口，谋生计时的悲伤歌曲。在这片沧桑而古

老的大地上，陕北人民不但创造出用于抵抗恶劣环境

的各种窑洞建筑形式（见图 2），而且培养出了浑厚大

气和坚韧不拔的文化性格。因此，这种由自然环境与人

文历史在不断碰撞中所产生的巨大张力，赋予了该工程

项目文化形象设计中应该体现出的品位和人文气质。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与历史上的毛乌素沙漠相

比，现在这里不但已是郁郁葱葱，恢复了上千年以前的

勃勃生机，而且建成了亚洲规模最大的天然气净化装

置、超千亿吨的煤炭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甲醇生产基

地，以及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等。一座座高耸入

云的烟囱、一组组不同形状和大小体量的工厂设备房，

由各种金属罐状和管状物组装起来的一条条生产线，

像一条条俯卧大地，喘着热气的钢铁巨龙，阐释着地球

深处酝酿上百万年，乃至上亿年的秘密。这些令人为

之震撼的人造景观，成为该项目景观元素造型、环境物

质文化质感和空间韵律设计的珍贵素材和灵感来源，

并促使设计师从中找到与这里古老而神奇的人文历史

进行对话的切入点和逻辑关系，能源文化广场建成后

的鸟瞰照见图3。

能源文化广场的南面和东面，是等待开发的大面

积露天采煤区。人们面对这一望无际的沙漠绿洲憧憬

未来，仿佛看到了有数层楼高大的，如钢铁巨兽一般在

煤海中缓慢蠕动的露天采煤机，一辆辆紧随其后的矿

山大卡车，眼前呈现出一幅轰轰烈烈的采煤和运煤场

面。能源文化广场由矿山卡车造型构成的文化背景墙

设计见图4。这些直觉性信息好像为本方案的空间环

境创意设计提供了动感、秩序感、节奏感和宏观气势，

以及在营造整体环境氛围中所应呈现出的文化形象。

这种文化形象的背后需要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能源

在人类现代文明中的意义和发展前景，以及人类社会

在现代高科技支撑下的一种节能、环保和高效利用自

图2 陕北窑洞民居满拱大窗的外观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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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的新型工业文明理念，特别是在国际跨国企业

直接参与下所表现出的全球化工业文明发展的时代特

征。

在全面分析国家能源基地的规划远景和发展理念

的基础上，设计师需要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

将能源文化广场在地性的设计重点首先放在如何实现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亲切体验方面，并作为该项目在

地性创意设计的基础。而黄土高原传统的覆土窑洞和

地坑窑洞院落成为该项目景观建筑造型和空间组织方

式的一大启示。其次，结构严谨、高度理性、富有时代

感的能源化工生产设施和机器设备，又为设计出与周

边人文环境相得益彰的景观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提供

了理想的创意素材，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种特色鲜明的

装置艺术。正如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所说：“技

术与艺术、建筑与景观是紧密相连的。技术能够产生

很好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出色的表现力，并成为一种

艺术品[4]。”其三，现代新材料、新技术为克服陕北传统

窑洞建筑存在的一些弊端，实现高质量生活的美好愿

望提供了可行性支持，并可以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时代

感和工业文化属性的艺术造型，特别是能够体现出与

当代能源工业相符的环境艺术文化品位。

面对这种原始而又现代、沧桑而又充满人工创造

感、偏僻但却具有浓厚国际化工业文明气息的复杂因

素，设计师必须做出一系列的回应和恰如其分的对答，

才能全面和较为准确地塑造出它所应有的特色文化形

象和精神风貌。因此，在概念设计初期理性思维与非

理性思维的激烈斗争中，设计师反复推敲着系统主义

设计运动者布鲁斯·阿切尔的“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平

面设计和工业设计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的经典观点[5]，

并通过对直觉与意象、技术与艺术、通感与转义等在心

理上的推移，以及进行一系列的文化信息类推，挖掘出

该文化景观的独特品质。因此，这项非同一般的文化

景观设计，不是在历史沧桑的毛乌素沙漠与现代高科

技工业文明之间寻找一种简单的平衡，而是让这块内

心骚动不安数亿年的热土从内在气质层面进入到一种

新时代。因此，该项目设计需要用工业技术来神话自

然历史，用现代机器构造语言来塑造一种具有自我意

识、精神活动和人文情怀的景观建筑形象，广场建成后

的一侧感官效果见图5。

三、能源文化广场在地性创意设计探索

能源文化广场的主要功能是为基地员工在繁忙紧

张的工作之余，提供文化生活、休闲娱乐和情感交流的

共享天地，是整个工业园区的休闲空间，因此这里将是

一个最聚人气和充满生活情调的地方。广场内设置有

露天剧场、观光塔、大型音乐喷泉、展览馆、美食购物

街、影剧院、茶馆，以及咖啡厅等。设置这些设施的目

的在于通过物质与精神上的多方关照，使广大职工和

管理人员在离开生产厂区之后，能够迅速脱离现代化

能源工业生产中那种精确无误的工作程式和紧张、单

调、重复性的工作节奏，避免人们完全沦为机器设备和

生产流水线上的附庸，营造出一种亲切的情感氛围。

这也是后工业时代景观设计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社会

“以人为本”理念进行的内涵拓展和重新阐释。要实现

这一点，正如皮亚诺工作室坚信的那样：“本世纪末有

可能做出的最好作品，是由技术和自然、机器和人、未

来和传统之间取得了一种成熟而全新的平衡[6]。”

图3 能源文化广场建成后的鸟瞰照 图4 能源文化广场由矿山卡车

造型构成的文化背景墙设计

图5 广场建成后的一侧感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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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文化广场”作为一项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工

程，首先需要展示其国际化风貌的高科技能源化工生

产的主体文化形象。这种特质文化形象的本身就是一

种在地性景观设计理论价值观的应有表现。因此，本

项目在表达这种文化主体形象的创意设计中，主要通

过造型艺术和象征主义的手法，以观光塔为核心，由科

技感十足的环形电子显示屏山门、音乐喷泉、下沉式露

天剧场、文化背景墙等空间环境要素一起构建起以能

源工业文化为主题的景观体系（见图 6）。例如，观光

塔的造型来源于对大型露天采煤机的变形设计和艺术

化表现。观光塔的前面是长150 m、宽45 m，象征露天

煤田的大型音乐喷泉表演区。巨大的不锈钢水车造

型，象征着不断推进的采煤斗轮机。直径 35 m，悬高

36 m的观光塔上的空中咖啡厅则恰好象征了采煤机

的驾驶室，让观光者鸟瞰矿区和整个工业园，以及畅想

毛乌素沙漠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见图 7—8）。这种

空间环境的文化创意，使一件件机器设备的工业元素

成为景观建筑创意设计的原型，并与体验性的大型水

景等一起融入到这种特色文化主题的语汇之中，而广

场中的休闲空间、水景、装置艺术品以及绿化景观等在

保留了沙漠绿洲特有的自然气韵的同时，完整地体现

出能源广场基本的在地性文化特征。正如阿摩斯·拉

普卜所讲：“空间是我们周围世界的三维延伸，是人与

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前的段落、距离和关系[6]。”

能源文化广场在地性设计的另一大特色体现是，

从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民居建筑形式和典型的地坑式

窑洞院落的空间形式出发，将美食购物、影剧院、餐饮

娱乐等功能空间隐藏于音乐喷泉水景区两侧的地下，

从而形成两条复土建筑式的地下街道。地坑窑洞院落

先是从平地上向下挖出一个长 24 m、宽 24 m、深 9 m

的方形地坑，形成一种地下天井庭院，四周是环廊和不

同服务内容的空间区。两边地下街区建筑面积各 6

000 m2，分别由3个相互连通的地坑天井庭院组合而成

（见图9）。这种在地性设计不仅发挥了覆土建筑蓄热

保温、节能环保、冬暖夏凉的诸多优势，而且让人体验

到传统窑洞民居空间中人与自然的亲和力。在此基础

上，在天井院的上方加装了电机造型的半圆拱形玻璃

顶，在保持地坑天井院自然采光效果的同时，又克服了

传统地坑院落无法回避沙尘暴和暴雨袭击的缺陷（见

图10—11）。这种建筑造型和空间形态的创意思维方

式，可以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志、传意、象征功

能”[7]。

这种将购物、餐饮、娱乐等主要服务功能置于广场

地表之下的空间形式，一方面可以使广场地表之上各

景观要素在意象上保持一种较为统一又纯正的工业文

化形象，形成在视野上自由开放、与周边自然环境交流

通畅的空间环境形态，即“艺术的形象必须让观众的想

象可以自由活动，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8]。另一方

图6 能源广场入口处的环形显示屏与景观灯柱造型 图7 建成观光塔侧面观感

图8 建设中的观光塔、地街天井上方拱券形玻璃顶与音乐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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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笔者在多年来对陕北窑洞民居空间的研究和体验

中意识到，隐藏于大地深处较为封闭的地下空间，可以

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微气候环境，与沙漠环境的地表

气候形成强烈的对比。在现代照明和通风设备的补充

下，地下空间照样可以实现湿度和温度宜人，四季如春

的气候。此外，地下街道以鲜花绿植装点天井院共享

空间，从而形成了三进式的中国传统民居院落空间形

式。这种三进式的地下院落空间的地坪标高，从广场

入口第一个天井院开始又做了三次递升的变化处理，

可以让人们亲身体验到陕北山地民居典型的台地式窑

洞院落空间的生活氛围。为此，笔者在设计中始终将

自己置身于这种特殊的空间内部进行思考，将人们熟

知的地坑窑洞院落生活空间中的每一个细微感受，都

融入到这种地街空间环境氛围的营造之中。

观光塔、天桥、地街玻璃天顶、设备房、文化墙、挡

墙，以及灯柱等广场空间环境要素，基本构成了能源文

化广场的空间序列、秩序、节奏，形成了在地性的能源

工业文化格调。对于这些元素的造型设计，笔者一方

面对现代能源化工机器设备和工业建筑的造型特点、

构造方式、材质和色调等进行分析、把握、概括，并进行

艺术化的变体设计，甚至在景观建筑造型设计的细节

上，融入了诸如石油管道、阀门和排气扇等工业感极强

的符号性金属构件。另一方面，该项目创意设计将工

业建筑和机电设备形式与陕北窑洞基本特征融为一

体，将在地性的乡土建筑文化与时代感强烈的工业文

明同时展现出来，使体验者产生一系列的心理联想。

例如，拱形的地坑玻璃天顶的造型既是对陕北窑洞空

间形体的表达和满拱大窗的暗喻，也是对于现代机电

设备形式的生动表现。能源文化广场地街入口外观造

型，即窑洞与电机的互通造型见图12。

四、结语

在地性设计理念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形成的一种批

（下转第110页）

图9 地街服务区正立面与北立面剖面

图10 建设中的地街玻璃拱顶下的天井院局部 图11 黄土高原传统地坑窑洞院落天井空间

图12 能源文化广场地街入口外观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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