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P H ?

城市记忆的片段
——

西安芷阳广场论坛中心及商业综合体

赵 晶幽 收稿日 期 ：

上海 日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项 目名 称 ： 芷阳广场论坛中心及商业综合体 项目 负责人 ： 赵晶鑫

业 主 ： 西安 曲江大堂不夜城文化商业有限公司 建筑设计 ： 宋照青 ， 赵晶鑫 陈炎 刘晓理 （上海 日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

建设地点 ： 西安临潼 结构设计 ： 王景峰 （ 中国 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设计单位 ： 上海 日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设备设计 ： 王娟芳 杨富斌 谢悦 （ 中 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合作设计 ：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时间 ： 年 月 年 月

用地面积 ： 建成时间 ： 年 月

建筑面积 ： 万 图 纸版权 ： 上海日 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结构形式 ： 混凝土结构 ， 钢结构 摄 影 ： 姚力

材料应用 ： 铝板 ， 玻璃 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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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

此地此 时 片段植入

初次踏 入这片场地 是一

种 登临的体验 踩着脚 下的尘土 而上 周边 西安作为古 典城市的模 板 记录着时代的更替 临潼拥有更加久远的

的风貌渐渐清 晰起 来 两侧的城市道路转移到 了视线 下方 远远相对的是 历 史 西安临潼区姜寨早期仰 韶文化 遗址是目前 世界上考 古学家发现的最

散落的村落和绵延的 骊山 这里距西安市区半小时车程 厚重葱茏的 山脚 古老的广场遗址 之一 遗址现 场 组房屋环绕一

片 中间有一颗 大树的

下 透着旷古 久远的气息 ， 空地就是广场——原始 平 常 简单 但是它表 明了广场的原始形态 勾

勒出了
‘

‘

广场 人 类群体 室外活动空间 时间 的存在形式 也勾勒出了

城市记忆 我们希望创造的一系列画面

尽管 城市建设者和设计师
一 再强调历 史的认同感和地域 的归厲感 但 项 目 的 公建 部 分 由 彼此相 连接 的两 个单 体构成 由 西南 至东北呈

我们 的城市还 是在 以不可 阻挡的速度进行着更新和扩 展 以批 生产和体
‘ ’ ’

形线性 排布 环绕 中心广场 北环 山体 景观 西傍水面 。 西南部分

系建设的方式 蔓延开来 。 然而 城市规划并未 改善拥 挤不堪的 状况 却带 单体的高层建筑裙房一

、 二层 为生态论坛中心 ， 裙房三层及高层为市政办

来了更多冷漠的表情 。 公楼 东北侧多 层单体 为支撑服务体 系 、 旅游服务 中心及城市展览馆 。
商

多年来 ， 日 清的城市建造实践都坚持着
一

个态度 即每
一个建设项 目 业部分按照商业模式可分为两种 ：

一是沿凤凰大道的集中商业体 在其北

都如一个细胞注入城市结构之 中 引导和激发 区域活力
，

成为城市记忆中 侧散布的数 幢小型建筑承载的是精 品商 业 集中商业的建筑形态作为综合

生动的片段 年建成的上海新天地记录了城市的变迁和石库门院子里 主体形态的延伸 因此其风格与综合 主体接近 ， 所 以虽然二者相隔
一

个广

过往的故事 使人们有了漫步在 曾经生活的里弄间的可能
。 年 西安 场 功能和体量 脱开 凤凰大道的整体风貌却并 未显得脱节 精品商业的

秦二世遗址 公园让人 们在茶余饭后的游走 中 不经意间反思空间的冲突和 体量构成相对 自 由 规 划设计中并没有将建筑体 沿步行 街整齐划一地排

历史的意味 列 而是用一

条 蜿蜒曲 折的步行街将所 有小建筑 串起 来 试图营造一个富

年芷阳广场项 目又让我们面 临着相似的机遇 用地西临高速出 入 有趣味的消费环境 建筑的扭转和地形 的肌理巧 妙结合 互 为景 观和呼应

□ 是所有来临潼游客的必经之地 同时也是临潼国家度假区的 绿色门 产生了
一系列丰富有趣 的情节

户
’

’

和第一个重大公共文化和旅游项 目
。

这个项目 不同于普通 的市政办公 打造城市客厅

建筑 也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普通公园和展示空间 而是一 个集展示中 项 目 池处 多种交通的交汇 地段 幵放的公共空间为 区 块提 供了最佳的

心 文化广场 ， 休闲游憩 游客服务 、 商务 办公会议 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大 地区优势和足够优厚的展示平 台 也 为激发城市 的活力 注入了催化剂 项

型开放性综合市政广场和城市综合体 。 用地面积 建筑面枳 万 目 作为 区域性城 市公共建筑 ， 承载 莕 展示 会议 、 商业休闲 游客接待

由综合体主楼 精品商业街区 开放型城市公 园等几部分组成 市民公园等功能 是展示 区域文化历史的重要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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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作品

鐘
’

芷阳市政广场

迁入传统建筑 上 的景观和简洁 的现代体量交相 呼应 互为景观 让人工的建筑与自然 的

传统 建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老宅 的引入为人们提供更加直观的触碰 山体发生直接联 系 。 这样就产生了
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情节 是项 目 设计的

历史 的机会 ， 规划格局上传承 关中传统建筑聚落的构成形式 ， 在新建商业 首要特色 。 在平 面布置上 严谨的线条和 自然的高差相曾 景随步移 浑

模块 间迁入关 中传统经典合 院 通 过建 筑语言和形式形成对话 关系 提 高 然一体
。

作为城 市公共 广场的 文化属性 和商业价值 ，

使项 目 成为 区域标志性 的建筑

合体 。
愿景

传统建筑的引 入为商业情景提供了主题 也形成了 类似上海新天地 、 目 前 本项 目 办公展示部分功能已陆续投入使用 商业区域还在招商

广州 棠樾住 宅社区的模式 ， 利 用传 统元素提升商业价值和 人气并凸显区域 过程当中
。 可度量的建筑实存将随着人的活动变得不可度量 对于一栋建

的商业品质和人文价值
。

筑 ， 比外在形式 更重要的是其所应该容纳的机构精神 即使它的使用者忘

西安拥有悠久的历史 ， 传统建筑中蕴藏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 ， 不仅具有 记了这一点 城市的管理者在会议中心里运筹帷幄 ， 周边市民茶余饭后在

极高的经济 、 政治价 值 更蕴藏着灿烂的文化 、 艺术价值 这是其 生命力 公园广场上交换想法 游客们 对袓先的智慧叹为观止 。 路易 ■ 康 说 建筑是

延续的关键所在 。
在工业的声音中催促而成 当尘埃落定 金字塔回响着静谧 在太阳下映

尊重自 然环境 出 影子 。 希望伴随时间的推移和植物的 毚延 在这里 ，

场所最终回归到

建筑与 山体相互交织 倾斜的种植屋顶 与山体自然连接 ， 步步拾 阶而 自然的状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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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阶而上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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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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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东部多层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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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二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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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体入口

邏

小型梢品商业 蜿蜒曲折的步行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