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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域下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的
更新设计研究

———以沈阳铁西 １９０５ 文创园为例

王　 玮ꎬ林　 琳ꎬ林宇宏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旧工业建筑的更新设计是当代社会各界所高度关注的问题域ꎮ 近年来ꎬ沈
阳市从尊重地域文化、传承工业历史文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旧工业建筑再生利

用等多视域出发ꎬ一批由旧工业建筑更新设计而成的文创园相继落地ꎬ从而带动了

地区经济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再兴发展ꎮ 从地域文化理论视域出发ꎬ以沈阳铁西区

老工业基地的兴亡盛衰为切入点ꎬ梳理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的演变脉络ꎮ 以沈阳

铁西 １９０５ 文创园为研究对象ꎬ阐析其更新设计策略ꎬ冀望为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

的更新设计提供借鉴思路与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地域文化ꎻ旧工业建筑ꎻ空间更新设计ꎻ创意文化园ꎻ工业形象

中图分类号:ＴＵ２０１　 　 　 文献标志码:Ａ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的大背景

下ꎬ城市旧工业建筑面临着淘汰重建或再生

利用等诸多问题ꎬ迫切需要顺应潮流的趋势

作出相应的调整ꎮ 沈阳市从尊重地域文化等

视域出发ꎬ有序推动由旧工业建筑更新设计

而成的文创园相继落地ꎬ从而带动了地区经

济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再兴与发展ꎮ

一、根植于工业土壤:在交融中独立的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特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别具一

格且源远流长的文化ꎬ其形成过程错综复杂

且漫长ꎮ 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ꎬ地域文化汇

聚了当地的历史传承、文化渊源、艺术底蕴以

及风俗习惯ꎬ深刻影响该区域甚至更大范围

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以及社会变革[１]ꎮ 地

域间最显著的区别莫过于其所具有的独立性

特征ꎬ这是注入地域灵魂特质的宝贵特性ꎮ
而根植于黑土地的东北地域文化ꎬ受到东北

地区独有的历史遗存、自然与人文等因素的

浸染ꎬ进而孕育形成ꎬ并在开放包容中呈现出

独特的工业性特征ꎬ成为标志东北地域文化

的鲜明底色ꎮ
１.地域文化的独立性

人民由地域所哺养ꎬ文化由人民所创造ꎮ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ꎬ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

作用下ꎬ基于地理环境空间所产生的有形物

质文明及无形精神意识统称为地域文化ꎬ显
露于该地域的自然环境及人们的生产、生活

之中ꎬ有着明晰的地区特征[２]ꎮ 数千年的文

化积淀使中国地域上涌现出丰富多样的地域

文化ꎬ历史渊源及传统风俗的不同ꎬ又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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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地域文化的多元文化场景ꎬ形成了独具

魅力的地域符号ꎮ 在古代ꎬ由于路途不畅以

及地块的相对完整性ꎬ各个地域在历史演化

中形成了独有的文化风格ꎬ如岭南文化、松辽

文化、吴越文化等ꎮ 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各有

不同的特征ꎬ如岭南文化中的雅俗共赏、松辽

文化中的刚健质朴、吴越文化中的海纳百川ꎬ
这些特点又赋予地域显豁的标签印记ꎬ使其

在各种元素的冲击与碰撞下依然保持着独树

一帜的珍贵特质ꎮ 在历史进程中多重因素的

共同影响下ꎬ地域文化在容纳外来文化的同

时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ꎬ并逐步由物质财富

向精神文化纵向延伸发展ꎬ维系着区域的本

土特色ꎮ
２.东北地域文化的工业性

随着各地人群的流动变更ꎬ社会习俗及

文化形态相互渗透ꎬ使得中华民族的各方地

域文化兼具包容性与多元性ꎮ 历史上ꎬ东北

地域文化是在富足与荒疏的交替变革中集聚

了多民族的特点而衍生出的开放的地域文

化ꎬ汇聚了夫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
契丹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ꎬ
在兼容并蓄中呈现出极强的民族特色[３]ꎮ
近现代以来ꎬ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推

动力ꎬ工业的发展为东北城市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旺盛的生命力ꎬ因此ꎬ工业性是东北地域

文化的一大显著特点ꎮ 东北地域文化的工

业性体现在高度的产业整合、重工业与轻工

业之间协调的比例关系、变换的产业结构链

以及灵活的创新发展能力ꎬ密切关联着东北

的历史沿革与城市化进程ꎬ而当地的政治经

济、社会生产、人文艺术都离不开对工业的

思考以及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尊重ꎮ

二、兴亡盛衰之变:沈阳铁西老工业基

地的兴起与流变

　 　 作为极具典型性的工业化基地ꎬ沈阳市

铁西区的建造根基深厚、发展历史久远ꎬ曾有

过“一五”计划时期的辉煌ꎬ收获了属于“东
方鲁尔”的荣耀ꎻ后陷入了工业转型时期的

困顿和迷茫ꎬ一度被打上了“空城空区” “工

人下岗”“工厂颓废”的灰暗印记ꎻ又经历了

“东迁西建”时期的转型调整ꎬ在艰难曲折中

探索砥砺奋进之路ꎬ实现自我救亡ꎮ 回溯沈

阳铁西老工业基地的兴起与流变ꎬ梳理并分

析其兴亡盛衰的历程对区域内空间环境的影

响ꎬ以及对工业建筑功能开发的演变发展的

意义ꎬ以探索出一种在新兴发展模式指导下

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更新设计的策略与

方法ꎮ
１.荣光与落寞并存:沈阳铁西老工业基地的

发展流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五”计

划时期ꎬ沈阳市铁西区承担了苏联援建的若

干大型工程项目(见图 １)ꎬ其钢铁、机床产量

居于全国之首ꎬ作为“共和国长子”对全国钢

铁行业与工业的发展进行了反哺与扶助ꎮ 至

１９６３ 年ꎬ铁西工业区内共建有 １６３ 个国营企

业和 ５１ 个千人以上的企业ꎬ其工业制造能力

与生产技术位居国内一流水平ꎮ ２０ 世纪七

八十年代ꎬ东北老工业基地处于全国大环境

下的工业转型时期ꎬ铁西区也走入了低谷ꎮ
首先ꎬ东北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遭遇重创ꎬ原
始积累日渐耗尽ꎬ科技创新、新兴发展方面后

劲不足ꎬ 因此在改革浪潮中经济增长滞

后[４]ꎻ其次ꎬ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使习惯于

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ꎬ观
念转变跟不上改革的步伐ꎬ造成铁西工业区

的发展陷入了窘境ꎻ再次ꎬ南宅北厂的城市布

置严重破坏了城市环境、交通流线、功能分区

以及各类型产业发展ꎬ极大地限制了各个产

业的发展空间ꎻ此外ꎬ生产技术的革新跟不上

时代发展的速度ꎬ产业上升空间有限ꎬ大批工

厂陷入了颓废的态势ꎬ工厂裁员、工人下岗ꎬ
日益出现空区、空城的局面ꎮ 一系列的问题

使得铁西工业区陷入了困顿与迷茫之中ꎮ 这

些问题的出现ꎬ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ꎬ并提

出了“东北振兴” 的国家战略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

了“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

造”的战略决策ꎬ铁西区瞄准机遇ꎬ制定并实

施“东迁西建”的计划ꎬ进行了为时 ６ 年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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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转型[５]ꎮ 自 ２００２ 年起ꎬ从东部铁西区老工

业基地向西部经济技术开发区陆续搬迁 ２１４
户大中型企业ꎬ土地迁出面积约为 ６ ｋｍ２ꎬ获
得资金扶助 １４０ 亿元ꎬ用于旧工业建筑升级

改造及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建

设[６]ꎮ 注入外资、进驻外企使得长期滞后的

铁西工业区重现生机与活力ꎬ下岗工人纷纷

重回新工厂车间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ꎬ«沈阳铁西

装备制造业聚集区产业发展规划»获批ꎬ体
现了国家对铁西区的高度重视[７]ꎮ 国企改

革加快了产业转型重组与企业生产线更新改

造的进程ꎬ铁西区形成了以沈阳机床为代表

的装备制造业和以华晨宝马为代表的汽车制

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ꎬ经济

飞速增长ꎮ 伴随着大批楼盘的进驻及其带来

的联动效应ꎬ铁西区完成了由老工业基地向

城市核心区域的地位转换ꎮ 调整改造的成

功ꎬ使当年环境恶劣、雾霾严重的铁西工业区

实现了转型巨变[８]ꎮ

图 １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沈阳市铁西区

２.从开发利用到转型升级:沈阳铁西旧工业

建筑遗址分析

　 　 旧工业建筑遗址包括工业化进程中的建

筑物遗存和各类工业制造、传输、货仓等生产

生活场所ꎬ在历史的长河中被烙上了工业化

的印记ꎬ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ꎮ 后工

业时代思想与技术的不断进步为旧工业建筑

的更新设计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ꎬ理性

分析旧工业建筑内部的物质存在及空间环境

构成ꎬ合理归纳与设计空间的创新性发展模

式ꎬ已成为旧工业建筑重构设计的有效方

式[９]ꎮ 其地域性设计在我国经历了由参考

国际流行趋势到国内自行探索研究、由表层

到细部、由个性到共性的变化过程ꎬ设计依据

主要是建筑所在的真实且具个性的地域性特

征ꎬ同时ꎬ关注人与建筑的关系、建筑与地域

的关系、地域与自然的关系ꎬ探求人文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ꎬ合乎其生命线的发展ꎮ 从地域

性视角进行旧工业建筑的更新设计ꎬ要重点

抓住其中的人文延续及流变脉络ꎬ以顺延承

接的思路探寻地域性旧工业建筑的形式特

征ꎬ发现藏匿于外部框架下的契合地域性发

展规律的元素ꎬ并注入新时代背景下的创新

内容[１０]ꎮ 众多旧工业建筑遗址坐落于沈阳

这座“中国的工业明珠”ꎬ代表着沈阳工业的

流向状态ꎬ而“东迁西建”计划则拉开了铁西

区旧工业建筑更新的序幕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ꎬ
铁西区共有沈阳低压开关厂、沈阳第一毛纺

厂、沈阳冶炼厂等 ２０ 余所工业厂房被拆除ꎬ
空置出建设大路以北 １３ ｋｍ２ 的土地面积ꎬ转
换为巨额资金用于国企建设ꎮ ３００ 余家工厂

相继迁走ꎬ但一些极具历史价值的旧厂房、车
间被保留下来ꎬ用于进行工业文明和文化创

意产业的探索与体验ꎬ使得文化创意产业成

为铁西区工厂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点ꎮ 现有

沈阳红梅 １９３９ 文创园、奉天记忆铁西印象

文创园等 ７ 所文创园ꎬ所占面积达 ７０ 万 ｍ２ꎬ
未来将会在沈阳高压开关厂建设“Ｚ 广场”
国际文化产业园、在沈阳市第二防爆电器厂

建设 ３１ 街区、在人民机械厂建设 ７４９８ 文创

园等ꎬ一座座工厂将会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

变化ꎬ浴火重生ꎮ 铁西区的工业遗址记录了

工业进步发展的历程ꎬ其中承载着人们的情

感价值与自我认同ꎬ可以说是历史遗产的承

载容器、文化产业的升级空间和人类文明的

追忆场所ꎮ
３. “新事物”锤炼“老厂房”:沈阳铁西旧工业

厂房的演变脉络

　 　 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ꎬ沈阳市铁西区对印上岁月痕迹的老

厂房、老车间进行了一系列抢救式保护ꎬ分别

对其进行区位分析、功能分析、结构分析、人
群流动分析、价值分析、交通分析ꎬ实行精准

定位ꎬ确保对原有室内空间实现科学合理的

再改造ꎬ以保护为前提ꎬ以创新促发展ꎮ 将一



５４４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３ 卷

些框架结构突出、室内空间灵活多变的工业

厂房ꎬ改造成为博物馆、美术馆、创意园、纪念

馆等ꎮ 例如:针对原来的沈阳飞轮厂ꎬ在保留

原有自行车厂结构框架的基础上ꎬ以车轮为

主题工业符号(见图 ２)ꎬ以重回岁月钩沉中

的奉天为主题ꎬ抢救工业遗迹ꎬ植入文化创意

的元素ꎬ开辟出娱乐休闲、购物餐饮、艺术活

动等室内功能分区ꎮ 其中的一个原料仓库被

改造为室内音乐厅ꎬ年均艺术演出超过 ２００
场ꎮ 又如:作为综合性国家级工业博物馆的

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见图 ３)ꎬ现陈列各种

工业器件ꎬ展物中含有多项“工业之最”ꎻ由
沈阳铝材厂修缮而成的韩帝园民俗文化产业

园、沈阳市原长城风机厂旧址改建而成的工

巢文化创意园、沈阳弹簧厂重建而成的梦工

厂体育文化创意街区等知名工业文化旅游的

“人气胜地”ꎬ均是根据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

需求变换发展模式ꎬ将新兴事物带入陈旧厂

房ꎬ以商业促经济ꎬ实现工业厂房室内空间的

完美转变ꎮ

图 ２　 “奉天记忆”文创园中的墙壁装饰

图 ３　 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

三、从传承到创新:沈阳铁西 １９０５ 文

化创意园的更新设计策略

　 　 当沈阳重型机器厂二金工车间用最后一

炉钢水浇筑了车间墙壁上的“铁西”两个大

字之时(见图 ４)ꎬ一个新型的文化创意园便

诞生于铁西区老工业基地之中ꎮ 在其室内空

间的改造过程中ꎬ通过保存整体结构、重塑室

内形象ꎬ装饰艺术作品、形成文创集成ꎬ挣脱

距离束缚、感受多维活动ꎬ突破时空尺度、击
碎场景界限 ４ 种改造设计手法ꎬ以“艺术、体
验、分享”为设计理念的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不

仅保护且还原了原有工业遗址ꎬ而且针对大

众文化的发展需求进行改造与创新ꎬ带来

“与艺术相遇ꎬ与生活相拥”的文化体验ꎬ成
为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更新设计的样板ꎬ为
后续同类设计提供了理论方法与现实依据ꎮ

图 ４　 最后一炉钢水浇筑而成的“铁西”二字

１. 保存与重塑:打造具有沈阳工业范儿的

７９８ 艺术区

　 　 铁西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的前身是沈阳重

型机器厂的二金工车间(见图 ５)ꎬ内部沿用

了原有工业建筑群的主体形式和组织框架ꎬ
举架较高ꎬ其钢材质的锯齿形玻璃屋顶结构

(见图 ６)ꎬ可以极大程度地借助自然光的照

射ꎬ维持室内空气流通与对流散热ꎬ充分节省

了建筑材料ꎮ 此外ꎬ建筑内部依旧保存着极

具年代感的大钢架和天吊ꎬ大钢架是旧工业

建筑空间环境的重要支柱ꎬ已历经 ８５ 年的漫

长历史ꎬ透过其斑驳的陈迹可以窥见昔日的

辉煌与荣光ꎻ古朴明黄的天吊是厂房内最夺

目的标记ꎬ重现了它们旧日的力量与伟貌ꎮ 厂

房内的大部分生产设施与工业设备被移出ꎬ留
有一部分建筑小品和雕塑并重新进行布置ꎬ以
供来访者观赏和休憩ꎮ 内部的原始工业遗迹

如齿轮、轮胎、机床等小型工业生产设备均采

用真空玻璃封存ꎬ同时按照不同主题划分了建

筑内部ꎬ开辟出组合不同、功能不同的多元工

业厂房室内空间ꎮ 通过保存与重塑的手法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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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沈阳重型机器厂二金工车间

图 ６　 锯齿形玻璃屋顶结构

有效保留了富有研究价值的工业遗址ꎬ又避免

了对建筑材料的损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ꎬ打
造出了具有沈阳工业范儿的 ７９８ 艺术区ꎮ
２.装饰与文创:形成集文创体验与商业消费

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

　 　 粗犷硬质的楼梯、裸露的管道、通透金属

风的玻璃顶棚(见图 ７)、斑驳破旧的墙面、别
具一格的创意摊位ꎬ既饱含着历史风霜的韵

味ꎬ又弥漫着现代潮流的气息ꎬ沈阳铁西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吸引了大量艺术家的到来ꎮ
空旷的厂房、空置的墙壁为其创作提供了场

所与空间ꎮ 匠人们认真雕琢各类手工艺品ꎬ
艺术家们将所思所想绘制成画、缝制成衣ꎬ为
园内贡献了大量后工业文化的手工艺品ꎬ对
室内空间的装饰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ꎮ 室

内空间的改造愈加完善ꎬ不仅凝聚着人们的

灵感与梦想ꎬ还汇聚了国内外剧场表演、文化

艺术、创意思维等多方资源ꎬ并逐渐发展形成

以特色餐饮、文创商业、工匠作品、人文艺术、
纪念陈列五大功能为主题的复合型群集地ꎬ
为沈阳广大的年轻人群提供了将工业风格和

艺术体验有机结合的文化消费空间ꎮ ５０ 余

家大大小小的创意店铺扎根于此(见图 ８)ꎬ

其面积在 ２９ ~ １ ２００ ｍ２ꎬ打造出沈阳第一个

多业态融合的具有文创意味的商业空间ꎮ 文

化与创意卖点的结合ꎬ聚集了人气ꎬ将原有的

老旧厂房迅速转化为创意感十足的室内空

间ꎬ加之艺术家和匠人们创作出的一系列文

化创意产品直接在室内进行展示和销售ꎬ促
进了整片区域的经济发展ꎮ 而经济的发展反

过来又支持工业遗迹的维护和各类活动质量

的提升ꎬ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慕名而来ꎬ这样便

形成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商业链ꎮ 如此一来ꎬ
沈阳铁西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便盘活了区域经

济ꎬ激发了工业遗址的活力ꎬ塑造了文化创意

产业的新面貌ꎬ对铁西区的商业繁荣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ꎮ

图 ７　 １９０５ 文创园室内工业结构

图 ８　 １９０５ 文创园室内商业空间

３.活动与体验:挣脱距离的束缚ꎬ领略多维自

由的场所精神

　 　 作为沈阳文化创意活动的源头活水ꎬ沈
阳铁西 １９０５ 文化创意园以木木剧场等空间

场景为依托ꎬ着力打造无距离感的体验活动ꎬ
给人们带来丰富多彩的阅历体会ꎮ ５００ ｍ２

的木木剧场是园区内标志性的“黑匣子小剧

场”ꎬ拥有 ２８８ 个常规座位和 １２０ 个非常规座

位ꎬ通过亮丽的灯光、精美的舞台布置、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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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场景ꎬ为热爱生活、充满梦想的人们带

来话剧、歌曲、沙龙等一场场视听盛宴ꎬ以无

边界式舞台展示生活及艺术的多种可能性ꎬ
使人们冲破距离感的束缚ꎬ尽情体验各类活

动ꎮ 超高层挑空的工业 Ｌｏｆｔ 风格、暗黑风格

的 ３Ｄ 旋转音效设计ꎬ使得 １９０５ＬｉｖｅＨｏｕｓｅ 音

乐现场(见图 ９)成为另一个冲破距离束缚的

代表性体验场所ꎬ年均推出音乐演出 １００ 余

场ꎬ展现出极高品质的音乐感染力ꎮ 除音乐

演出以外ꎬ午后的书目分享会、夜晚的精彩话

剧、周末的舞蹈专场都会在此呈现ꎮ 文创园

着重对青年人群、高知精英人群、时尚前沿人

群进行需求分析ꎬ以无束缚感的空间场景为

载体ꎬ策划多语言交流季、特殊文化节、经典

电影回顾展、青年艺术家思维碰撞计划等大

型文化活动ꎬ让越来越多的人们集聚于此ꎬ形
成独属于沈阳城市的文创活动体验空间ꎮ 新

冠疫情期间ꎬ文创园还着力打造了云课堂系

列活动ꎬ引导人们在线上阅读书籍、游览海边

的美术馆、学习本土插画师的优秀创意ꎬ感受

艺术的缤纷色彩与炙热温度ꎮ

图 ９　 １９０５ＬｉｖｅＨｏｕｓｅ 音乐现场

４.时空与界限:营造无界限空间ꎬ冲击别具一

格的文化磁场

　 　 ２０１３ 年ꎬ首个与时空相融、与创新相拥

的市集交流性创意实验舞台问世ꎬ成为文创

园的主打品牌项目ꎮ 几年来ꎬ近 ４０ 余场的市

集活动成功举行ꎬ包括犀牛市集(见图 １０)、
旧书市集、微笑市集等ꎬ而犀牛市集当属最吸

引人的市集项目ꎬ为城市文化和多样化生活

搭建了极具艺术特色的室内空间ꎮ 犀牛市集

通过不同的主题活动引发人们对不同事物的

探索和发现ꎬ扩展其审美视角ꎮ ２０１８ 年ꎬ以
“热青年”为主题的犀牛市集推出“犀牛会客

厅”和 “犀牛私厨” 等新型室内空间板块ꎮ
２０１９ 年ꎬ以“沈阳自造”为主题的犀牛市集对

沈阳的独立性创造设计予以了关注和重视ꎬ园
内 ２ 楼的木木剧场变换成为令人眼前一亮的

模特 Ｔ 台ꎬ呈现设计师的设计成果ꎬ从手稿到

成衣ꎬ展示了一幕幕视觉盛宴ꎮ ２０２０ 年ꎬ以
“属红”为主题的犀牛新年市集提出了“空
间无界限”的理念ꎬ一是尝试将内容与场景交

融以带给人们沉浸式深度体验ꎬ二是尝试扭转

室内时空界限ꎬ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生活阅历ꎮ
通过不断创新犀牛市集的文化消费场景ꎬ兼容

立体空间与活动体验ꎬ赋予其特定的时代意

义ꎬ从而带来更有深度的人文价值ꎬ使其成为

活跃的城市文化名片ꎮ ８ 年的时间里ꎬ犀牛市

集见证了由 ４０ 个小摊子发展成为２ ０００余个

文创集成店(见图 １１)的空间转变历程ꎮ

图 １０　 １９０５ 文创园犀牛市集

图 １１　 文创集成店

四、结　 语

对于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的更新设计ꎬ
首先ꎬ要尊重其发展的脉络ꎬ将真正有利于地

域性发展的旧工业建筑物选择性地进行保

留ꎬ保护与延续其特有的工业历史价值ꎮ 其

次ꎬ要基于大众文化需求ꎬ制定适用于当下潮

流趋势的再生利用策略ꎬ在旧工业建筑中进

行大众文化沉浸式体验的更新设计ꎬ抓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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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进行合理改造ꎮ 最后ꎬ要推出契合原

有工业风格的王牌功能ꎬ以区域经济和文化

创意产业的再兴与发展为出发点ꎬ引入创新

性元素ꎬ将旧工业建筑空间环境转换为新时

代具有个性魅力的艺术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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