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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沈阳当代建筑
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刘思铎ꎬ陈海东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计划经济是我国建国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而采用的

发展模式ꎬ沈阳是当时我国重点扶持建设的重工业基地ꎬ以计划经济时期沈阳的建

筑项目为研究对象ꎬ梳理该特定时期沈阳的建筑发展概况ꎬ总结该时期沈阳的建筑

特点以及建筑设计多元化的创作手法ꎬ探究沈阳当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发展的基础ꎮ

关键词:沈阳ꎻ地域文化ꎻ当代建筑ꎻ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ＴＵ － ０９８. １　 　 　 文献标志码:Ａ

　 　 我国在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经历了计

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阶段ꎬ在不同的经济

建设阶段ꎬ城市建设特别是重要的建筑在设

计过程中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传承理念ꎬ
采用了不同的设计手法、建筑材料和结构类

型ꎮ 沈阳作为满族文化的发源地、清朝的

“陪都重镇”ꎬ近代又成为奉系军阀统治东北

的政治、经济中心ꎬ同时受到以日本为主体的

外来势力的影响ꎬ经历了从 １９４９ 年建国初期

的百废待兴到 ２１ 世纪的快速城市化建设ꎬ城
市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ꎮ 其中ꎬ计划经济

(１９４９—１９９２ 年)时期ꎬ正是沈阳从近代殖民

地城市向现代化重工业城市转型的重要建设

阶段[１]ꎬ奠定了沈阳当代建筑发展的基础ꎮ
沈阳当代建筑在传承地域文脉的过程中具有

时代的代表性和典型性ꎮ

一、计划经济时期沈阳建筑的发展

计划经济是根据国家计划调节经济活动

的经济运行体制ꎬ是我国建国初期物资匮乏、

经济亟待复苏的国情下所采用的管理模式ꎬ
利于集中有限的资金与国力优先发展军工和

重化工业ꎮ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ꎬ建筑业的发

展也随之呈现相应的倾斜ꎮ 沈阳作为国家的

重工业发展基地ꎬ建国初期即成为国家关注

与重点建设的城市ꎬ建筑行业内的专家和技

术人员被调配到沈阳承担建设工作ꎬ这一阶

段不仅奠定了沈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城市性

质ꎬ也对沈阳的城市风貌、建筑风格、地域特

色挖掘进行了创新和尝试ꎮ
１.当代城市建设恢复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ꎬ沈阳

城市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ꎬ
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 [２]ꎮ 此时的建筑业主

要处于“摸底”阶段ꎮ 建设项目主要为国防

设施建设、恢复生产急需改建和扩建的部分

工业建筑ꎬ这一时期ꎬ为了恢复生产、保证城

市正常运转ꎬ沈阳新建了一批机关、学校、医
院等公共建筑和基础设施ꎬ代表性建筑有中

苏友谊宫、鲁迅美术学院教学楼、沈阳工人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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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院、机场、东北总工会办公楼、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等ꎮ
１９５２ 年ꎬ由设计师汤春馥主持设计的中

苏友谊宫(见图 １)ꎬ为中西合璧式建筑ꎬ两

层ꎬ平面长方形ꎬ建筑南侧入口中部高、两侧

低ꎬ中轴对称ꎬ中部女儿墙上为绿琉璃瓦的檐

头ꎬ主入口前加三开间绿琉璃瓦大屋顶ꎮ

图 １　 中苏友谊宫

２.当代城市建设发展期(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５３—１９６５ 年是我国第一个、第二个五

年计划时期ꎬ我国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

后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ꎬ沈阳作为国

家重工业基地ꎬ是经济建设的重点ꎬ建筑业进

入发展阶段ꎮ 此时ꎬ沈阳当代建筑的发展特

点是以工业建筑为主、公共文教建筑为辅ꎬ这
一阶段建设了东北制药厂、沈阳第一机床厂、
沈阳低压开关厂等奠定沈阳东北工业基础的

重要厂区ꎬ公共文教建筑中典型的有中国科

学院金属研究所办公楼、沈阳市工人文化宫ꎬ
以十年国庆工程为代表的各类公共建筑也应

运而生ꎬ许多大型建筑物拔地而起ꎬ先后修建

了友谊宾馆、辽宁大厦、辽宁工业展览馆等公

共建筑ꎮ
辽宁工业展览馆(见图 ２)ꎬ１９５９ 年由辽

宁省建筑设计院设计ꎬ并于 １９６３ 年投入使

用ꎮ 建筑平面呈“山”字形ꎬ展馆内设有不同

类型展厅 ３８ 个ꎮ 辽宁工业展览馆吸收了传

统的建筑艺术和表现手法ꎬ是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在展览馆这类大空间、大跨度建筑类型

的创新尝试ꎬ形成了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

现代化功能于一体的民族风格新建筑ꎮ 这类

建筑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建筑符号在现

代建筑中的标识作用ꎬ而是力图探索现代建

筑与传统文化在形式与内涵上相互融合的设

计手法和途径ꎮ 建筑总体为严谨的对称布

局ꎬ琉璃瓦坡屋顶ꎬ黄白相间的外立面色彩ꎬ
建筑南向主入口以 ６ 根 ２ 层通高的立柱形成

五开间的柱廊ꎬ入口两侧是装饰以齿轮和麦

穗的塔楼ꎬ象征着工农业并举ꎮ

图 ２　 辽宁工业展览馆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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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当代城市建设停滞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是当代城市建设的停滞

期ꎮ 建设工程只限于三线工厂、军工企业ꎮ
在这十年里ꎬ沈阳修建了中华剧场、辽宁体育

馆等重要的公共建筑ꎮ
中华剧场(见图 ３)１９７１ 年建成ꎬ建筑面

积 ３ ４６０ ｍ２ꎬ设 ２ ０７４ 座ꎬ演出大型歌舞剧样

板戏ꎮ 中华剧场是在近代建筑蔡少武私人剧

场上进行的建设项目ꎬ计划建设能够同时上

演 ８ 个样板戏的新剧场ꎬ可见用地的紧张ꎮ
而中华剧场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于解决了看

台设计与场地之间的关系ꎬ建筑师将看台叠

落到地面ꎬ两部分散座看台叠落下来ꎬ一排

１０个座位ꎬ叠落的地面座椅后面封闭ꎬ同安

图 ３　 中华剧场观众厅

全出口自然形成两道门ꎬ观众厅富有创意和

变化ꎬ体现了建筑师所具有的职业素养ꎮ
４.当代城市建设繁荣期(１９７７—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７７—１９９２ 年是沈阳新的建设发展时

期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上来ꎬ城市建设终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ꎮ
该时期的建筑特点是:修建数量多、风格多

样、重视建筑的立意与形象ꎬ呈现出国际化发

展趋势ꎮ 沈阳夏宫、火炬大厦和中兴商业大

厦就是这一时期修建的ꎮ
这一时期商业建筑的代表中兴商业大厦

(见图 ４ )ꎬ 是沈阳近代形成的重要商业

街———太原街上最重要的、规模最大的一所

商厦ꎮ １９８８ 年建成ꎮ 其粗犷的形体造型具

有强烈的雕塑感ꎬ追求形体的标志性ꎮ 灵感

来源于我国古代度量器具“斗”的造型ꎬ以传

统的“斗”为其原形ꎬ一仰一扣的布置ꎬ隐喻

商品交换的商业本质ꎬ构思巧妙ꎮ 同时ꎬ建筑

注重对北方特有的气候条件、环境条件和历

史文脉的表达ꎮ 建筑形体富有体量感ꎬ有气

势ꎬ类似于北方人的性格特征ꎮ 深沉的建筑

色彩也给沈阳漫长而苍白的冬季增添了颜

色ꎮ １９９８ 年ꎬ中兴商业大厦进行了扩建工

程ꎬ将“斗”的造型进行分割、变异、夸张ꎬ转
换成“商业航母”ꎬ使新老建筑成为一体[３]ꎮ

图 ４　 中兴商业大厦

二、计划经济时期沈阳的建筑创作途径

与特点

１.在“模仿”中“创新”
建国初期ꎬ我国国防压力和经济压力很

大ꎬ迫切需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ꎬ因此ꎬ
我国同苏联合作ꎬ学习苏联的发展模式ꎬ在建

筑上则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模仿苏联的建

筑模式ꎬ“移植”到沈阳ꎬ这一类型多体现在

工业区配套的集合住宅中ꎻ另一种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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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内容、民族形式”风格的建筑ꎬ这一类型

多为办公和聚集功能的公共建筑ꎮ 在移植和

模仿过程中ꎬ亦有建筑师学习和创新的体现ꎮ
沈阳修建了在国内乃至国际都比较有代

表性的工人住宅———铁西工人村住宅区(见
图 ５)ꎮ 铁西工人村始建于 １９５２ 年ꎬ是我国

最早集中建设的高标准工人生活集聚区ꎬ是
国家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初期建设的成果之

一[４]ꎮ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以“家—户—院”
作为独立社会单元所形成的院落模式ꎬ它体

现了苏联所倡导的“城市公社”的概念ꎬ打造

了“街坊围合式”的空间格局与协调统一的

建筑风格ꎬ同时还有建筑密度小、间距大、过
分强调庭院的围合等特点[５]ꎮ 从建筑形式

上来看ꎬ工人村的建筑立面设计同样采用了

当时的苏式样式:普遍为 ３ 层ꎬ砖混结构ꎬ砖
墙承重ꎮ 清水红砖的建筑立面上均匀地开

窗ꎬ仅有局部突出的阳台和楼梯间错开高度

开设的窗洞来打破严谨而规律的立面构图ꎮ
大面积的红砖墙面中点缀着窗洞中的灰白色

素混凝土和预制的白色栏板及窗格ꎬ不仅丰

富了色彩ꎬ而且增加了细部的刻画(见图 ６)ꎮ
住宅建筑按单元式布局ꎬ每单元的入口均位

于楼梯间的底层ꎬ因此ꎬ入口门洞以及顶层对

应的屋顶成为整个立面最着重表现的地方ꎮ
屋顶三角形的山尖、老虎窗、烟囱以及入口的

发券拱形门洞等细节突出了建筑的纵轴线ꎬ
这种建筑立面的处理方式成为那个年代住宅

建筑具有时代性和功能性的标准样式[６]ꎮ

图 ５　 铁西工人村鸟瞰图

办公建筑如辽宁省卫生厅办公楼(见图

７)ꎬ该建筑为矩形平面ꎬ采用在多层建筑上

加歇山顶的做法ꎬ立面构图为垂直三段式:一

图 ６　 铁西工人村住宅立面

层为基座层ꎬ水刷石墙面ꎬ二层三层为中间

段ꎬ红色砖墙砌筑与基座层形成对比ꎬ屋面为

歇山大屋顶ꎮ 建筑入口采用重檐庑殿顶ꎬ大
台阶直通 ２ 层ꎬ门廊入口采用拱券式ꎮ 它是

中国民族式风格的典型建筑ꎬ也是古典复兴

处理手法的代表[７]ꎮ

图 ７　 辽宁省卫生厅办公楼

鲁迅美术学院教学楼是修建于 １９５１ 年

的高等学校的教育建筑ꎬ教学楼主立面朝南ꎬ
两层ꎮ 建筑平面呈“山”字形(见图 ８)ꎬ立面

为面砖罩面ꎬ两坡屋顶ꎮ 为突出主入口ꎬ主入

口墙面高起超过坡屋顶ꎮ 立面采用竖线条形

成立面划分ꎬ檐下和勒脚有许多细节设计ꎬ灰
面砖配灰瓦ꎬ建筑色彩淡雅庄重(见图 ９)ꎮ
鲁迅美术学院前身是 １９３８ 年创建于延安的

鲁迅艺术学院ꎬ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国

家领导人亲自倡导创建ꎬ１９４５ 年迁校至东

北ꎬ１９５８ 年发展为鲁迅美术学院[８]ꎮ 鲁迅美

术学院主楼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优秀建筑ꎬ
以表达民族自豪感为主要特征ꎬ传统的建筑

形式再次得到升华ꎬ是沈阳艺术教育发展史

中的代表性建筑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随着苏联的“社会主义

内容、民族形式”设计思想的引进ꎬ“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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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鲁迅美术学院平面图

图 ９　 鲁迅美术学院侧视图

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同“社会主义内

容、民族形式”相会在古典主义的大道上ꎬ成
为当时中国建筑的显著特征ꎮ 这一时期建设

的建筑项目有明显的“拿来主义”的印记ꎬ这
同我国百废待兴的国情有着直接关系ꎬ在居

住建筑、教育建筑中模仿和学习苏联的倾向

最为突出[９]ꎮ
２.在“困境”中“创新”

计划经济时期ꎬ建设项目在建造过程中

多面临工期紧张、资金不足、技术力量不够、
施工人员紧缺等各种困难ꎬ但正是在面临这

些困难时ꎬ建筑师应用创造性的手段实现了

“经济、适用、美观”的优秀建筑ꎮ
辽宁省体育馆 (见图 １０) １９７５ 年末建

成ꎬ建筑面积为 ２０ ０００ ｍ２ꎬ总容纳 １２ ０００ 名

观众ꎮ 其中ꎬ体育馆屋顶有 ６ ０００ 多 ｍ２ 的吊

顶ꎬ本应该适用上海的薄钢板网ꎬ但当时上海

和辽宁省有协议ꎬ每年只供应 ８００ ｍ２ꎬ面对

这巨大的材料缺口和工期渐进的任务要求ꎬ
建筑师创造性地利用沈阳五三工厂边角废料

透空钢板焊接后代替成品钢板网ꎬ利用废料

的三角形吊顶既满足了刚度要求ꎬ又实现了

艺术效果ꎮ

图 １０　 辽宁省体育馆

由于建设项目多ꎬ专业人员不足ꎬ所以很

多建设项目无法遵循“方案设计—施工图设

计—施工”的常规程序ꎬ往往是边设计边施

工ꎮ 辽宁省体育馆比赛厅紧靠主体外侧设有

６ ｍ 深的天井ꎬ在天井外侧的 ４ 个空调机房

和底层各出入口组成的高 ６ ｍ 的环形建筑构

成了比赛馆的基座ꎬ这个创造性的处理手法ꎬ
其实就是在设计与施工过程中ꎬ若将通风机

放设在内环ꎬ下受旧基础(辽宁省体育馆是

在旧有基础上进行的扩建工程)的限制难于

处理隔振问题ꎬ上面看台框架已经设计完成ꎬ
施工单位已经进场ꎬ无法做较大调整的情况

下ꎬ建筑师将风机房移到直径 ９１ ｍ 的比赛厅

以外ꎬ并与比赛厅主体隔以 ６ ｍ 深的天井ꎬ建
筑师们就是在边施工、边备料、边设计的过程

中创造出了建筑作品ꎮ
３.在“环境”中“创新”

沈阳地处我国严寒地区气候带ꎬ作为

“清文化”的发源地、近代奉系军阀的政治中

心ꎬ地域特征鲜明ꎮ 建筑师们在设计过程中

会考虑气候的限制、地形的影响、历史建筑的

协调等环境因素ꎮ
１９５８ 年ꎬ适逢建国十周年之际ꎬ全国各

大城市在北京十大建筑的影响下分别开始着

手筹备并效仿ꎬ以适应人民日益高涨的文娱

生活的需要ꎮ 在此大背景下ꎬ沈阳市政府于

１９５９ 年开始倡导筹建大型公共建筑———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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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人民大会堂(见图 １１、图 １２)ꎮ 该建筑

选址位于沈阳市中心广场的中轴线上ꎬ场地

左右两侧除现有的一栋高层建筑外ꎬ在规划

中也均是高层建筑ꎬ而沈阳市人民大会堂虽

然建筑面积有 ５９ ０００ ｍ２ꎬ但由于层数低ꎬ在
中心广场中明显气势不足ꎬ同时由于功能需

要ꎬ大会堂又设有变电、设备、库房等众多的

辅助用房ꎬ因此在设计过程中ꎬ建筑师巧妙地

将建筑整体抬高 １ ５ ｍꎬ作为大会堂的台基ꎬ
在台基前端两侧做了较宽阔的台阶ꎬ可自大

道拾级而上通过绿化广场进入大会堂ꎮ 这样

不仅通过地台增加了主体建筑的气势ꎬ而且

将琐碎的辅助用房藏于地台之中ꎬ前面设计

绿化广场ꎬ后面结合地台和城市公园设计露

天剧场ꎬ露天剧场设置于公园内ꎬ与人工湖相

对ꎬ舞台两侧到建筑物东西两翼设有廊亭ꎬ与
公园分隔ꎬ并使建筑物形成两个内部庭院ꎬ作
为室外休息活动场所ꎮ 大会堂平面布局采用

对称的山字形ꎬ整体气势恢宏而又与环境浑

然一体ꎮ 建筑物坐北朝南ꎬ主入口设于南面ꎬ
前有绿化广场隔离ꎬ使大会堂位于安静的场

所ꎬ并与检阅台相连ꎬ面临游行大道(东西干

道)ꎬ与 ３００ ｍ × ２００ ｍ 的集会广场相对ꎮ 大

会堂的观众厅、舞台、后台即设于山字型中

部ꎬ北部连以露天剧场ꎬ东西两翼则分设科技

活动部分、电影馆、青少年宫和青少年会堂ꎮ
平面布置灵活ꎬ既能分段分别使用ꎬ又能联通

使用ꎮ 遗憾的是ꎬ沈阳市人民大会堂于 １９６１
年由于政策影响被迫停建[１０]ꎮ

图 １１　 沈阳市人民大会堂一层平面图

图 １２　 沈阳市人民大会堂剖面图

　 　 辽宁省体育馆设观众入口门厅、大厅及

休息厅ꎬ所有的观众均从室外的东、北、西三

面大楼梯直接上至二楼平台ꎬ进到各面的门

厅和大厅ꎮ 比赛大厅的观众坐席分为东、西、
南、北四区ꎬ因此门厅、大厅也按东西南北分

别设置ꎮ 建筑主体并没有采用当时北京、上
海等大型体育馆常采用的圆形ꎬ而是利用原

有 ２４ 个柱子的基础ꎬ巧妙地采用了二十四边

形ꎮ 二十四边形的主体建筑坐落在宽大的圆

形基座平台上ꎬ体型完整ꎬ色调明快ꎬ朴实大

方ꎮ 体育馆充分结合北方地域气候特点ꎬ立
面以实墙面为主ꎬ纵向上部米粉色面砖同下

部蓝色大玻璃窗形成虚实关系的对比ꎬ横向

通过 ２４ 根贴紫金砂面砖的深色大柱进行分

割ꎬ建筑顶部为白色厚挑檐ꎬ檐高 ２６ ｍꎬ挑出

４ ５ ｍꎬ与下部白色平台栏板上下呼应ꎬ组成

一体[１０]ꎮ

三、结　 语

通过梳理计划经济时期沈阳的建筑发展

脉络ꎬ可以看到建筑是时代背景的产物ꎬ不同

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直接反映到建筑

设计中ꎬ但无论在怎样的背景条件下ꎬ都可以

透过建筑本身看到建筑师们为解决设计难

题、传承地方文脉、创作“经济、适用、美观”
并适应时代发展的建筑作品所做出的努力和

尝试ꎮ １９９３ 年ꎬ我国转入市场经济模式ꎬ沈
阳的当代建筑中陆续出现了更多可以被称为



３３８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新地标性的建筑———沈阳电视塔、九一八历

史博物馆、２１ 世纪大厦、沈阳奥体中心
它们坐落在沈阳的大街小巷ꎬ汇同那些古老

的、传统的历史建筑和独具风韵的当代建筑ꎬ
共同点染着沈阳城市建筑的华彩ꎬ绘制出充

满特色的城市建筑风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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