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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Settlement
“媒体聚落”——昌吉州传媒大厦创作回顾

撰文   牛涛  谢悦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新疆昌吉州传媒大厦是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及行政办公、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建筑。业主

的初衷是将各种不同功能部分集中起来，建造一座大体量的、地标性的高层建筑。第一轮我们提交了“媒体聚

落”、“数码立方”以及“龙盘昌吉”三个方案，并主推“媒体聚落”这一与业主初衷不太一致的方向，经过

我们从功能合理性、造价控制及地方性出发的汇报后，业主最终改变了当初对标志性的理解，采纳了“媒体聚

落”方案。整个项目的设计从规划、媒体特征表达、公共空间塑造入手，提出了“媒体聚落”、“城市纽带”

和“信息广场”三个概念。



    109

1  媒体聚落

1.1 功能需求——媒体聚落

“媒体聚落”这一概念是基于昌吉州传媒大厦的项目客观条件

而提出的。项目除包括广播、电视及广电机关等内容外，还包含了

网络公司、昌吉日报社、州文联、回族文学社、曲子剧团与歌舞团

两团团部、图书馆等多个部门。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不足6万m2，

占地亦有6万多平方米，这就为采用分散式布局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条件。我们将建筑体量打散，化整为零，分类整合各项功能，将图

书馆、两团团部及传媒大厦各部门的普通办公区、广播电台与电视

台技术办公区、演播区及职工餐厅等各项不同功能分别整合为多个

不同体量的立方体，围绕用地中部的大型公众活动广场布置——暗

合回族民居围寺而居的精神，创造出一个既相对独立又方便联系的

“媒体聚落”。

“媒体聚落”这一概念同时也暗合了媒体建筑的地方性。昌

吉州自古就是丝绸北道上的重镇，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

缘，附近至今仍保存着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

市——交河故城，以及夯土版筑王城——高昌故城，这两处故城遗

址中方正、朴拙的夯土建筑形象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其历史感

和地方特色也成为了聚落概念的最初原型。

1.2 气候应对——石材幕墙+带形条窗

昌吉州冬季漫长而严寒，夏季则短促而炎热。为了适应这种比

较严峻的气候，设计中充分考虑节能，在立面设计上主要采用了石

材幕墙为主加带形条窗的手法。减小窗高控制日照强度，同时采用

了有效减小风沙的双层带型窗幕墙系统。强风裹挟沙尘侵袭建筑外

表面，进入双层带窗内部夹层，转为水平运动，减缓了风速，落定

了沙土，到达开启的窗口进入室内时，空气已远较风沙漫天的室外

清新宜人了。

1.3 低技术回应——规则几何形体

无论一个建筑方案描述得多么华丽，都必须通过建造的过程

将细节呈现在公众面前。基于当地相对落后的施工水平和有限的项

项目信息

业主：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重点文体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方案设计：于海为、谢悦、牛涛、潘天佑、郭宇力、石路、朱起鹏

施工图设计：于海为、谢悦、王静、杨磊、牛涛、秦筑

设计时间：2011.1~2011.6

建筑面积：39 330m2（地上30 715m2，地下8 615m2）

建筑高度：55m

建筑层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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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资，也为了保证建筑的完成度，在单体造型上均采用易于建造

的正方体造型，尽量避免较大悬挑；同时在材料的使用上也选取

当地材料，如建筑外饰黄色石材就取自当地奇台地区的“卡拉麦里

金”，这样既节约投资，又节省运力。

2  城市纽带

昌吉州传媒大厦是一次关注城市空间开放性的实践。为了将基

地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提供给市民，我们采取了以下设计策略。

“纽带”是指具有线性属性的、起联系作用的事物，在媒体和

市民之间建立一种纽带联系恰恰是我们设计的出发点。广电建筑本

身需具备一定安全属性，需在安全和开放二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对设计也是有挑战性的。

设计将所有广电建筑中公共属性的功能通过线性连接分布在

“纽带”周边，，一方面将广电中的公共空间串联起来，另一方面

为市民提供一条公共参观流线。“纽带”以室内连桥联系综合办公

楼、广电技术楼及演播楼，保障了广电建筑的必要工艺联系，也为

内部员工提供了更为舒适方便的交流通道；同时连桥的开放式参观

展示亦成为媒体与公众的互动联系纽带。

3  信息广场

3.1 广场的空间营造

设计利用聚落形态本身围合出不同尺度的外部空间，创造出多

处不同属性的场所，为不同功能提供可能。在这里，外部非功能空

间和内部功能空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演播楼西侧的“信息广场”，由图书

馆、剧团歌舞团以及传媒大厦共同围合而成。图书馆是传统文字信

息的承载者，剧团和歌舞团是传统视听信息的传播者，而传媒大厦

则是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信息的新载体。可以想象，在昌吉这

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将汇聚于此，共同享受这一

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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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之间”的趣味

“之间”是相对于外部大尺度空间与内部小尺度空间而存在的一种空间状态，同时也是各个房子之间在特殊

并置尺度下所产生的空间状态。

设计中各个建筑单体分割围合出尺度不一的广场、绿地、庭院，其间以连桥、台阶等穿插贯通，创造形态丰

富、观感各异的活动场所。“之间”正是借助这种特殊并置而产生的空间张力营造出了围合感与场所感。

3.3 信息树  

广场西南角矗立着40m高的观景塔——“信息树”，位于多条重要视觉通廊的交汇点上，具有极强的标志性

和控制力。

观景塔的意向源自传统清真寺的宣礼塔、望月楼，设计采用现代建筑手法将塔身向四个方向出挑盒子，暗含

了传媒建筑包罗万象的寓意；其树状形象，造型遒劲朴拙，又预示出传媒事业的蒸蒸日上。

4  结语

目前项目已于2011年开工，回顾整个创作过程，我们在设计时以客观条件为前提，从媒体建筑本质出发，充

分考虑地方性因素，以巧妙的构思和质朴的建筑语言，探索出一种适合经济欠发达地区媒体建筑的创作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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