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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博物馆设计

0  引言

广东省中山市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珠江口西岸，北连广

州，毗邻港澳。古称香山，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是一代伟人孙中

山先生的故乡。

中山市139文化街区博物馆群项目是中山市一项民生工程，属

于非盈利、公益性建设项目，具有收藏、研究、宣传展示和社会服

务功能，并将成为面向公众和广大青少年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历史

及科学知识的基地和保护旧城历史文化风貌的示范区，是中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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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山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1  项目概况

中山市139文化街区博物馆群项目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旧城风貌

保护区东部边缘，是中山市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地段之一和旧城改

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总用地面积14 840m2，总建筑面积20 830m2，由博物馆

群总馆、华侨历史博物馆、火花展览馆、博物馆办公楼及配套服务

楼组成。其中，拟建的华侨历史博物馆、火花展览馆、博物馆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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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分别由现状的中山市博物馆、收音机博物馆、139迎宾馆旅业部

原建筑物改造而成；拟建的博物馆群总馆为新建工程；配套服务楼

通过对吉祥里9号和10号改造完成。 

2  设计理念

本项目为改扩建设计，一期建筑场地现状有5栋不同风格和年

代的建筑，如何协调新建建筑与保留建筑之间的关系，合理组织复

杂凌乱的场地条件，艺术处理参差不齐的城市界面，有效协调纪念

性空间与商业街区的冲突，成为本次设计的挑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形成了如下的设计理念。

（1）秩序：重构场地的空间秩序。采用传统民居形式为空

间原型，规整零散的现状建筑和场地使新老建筑完美融合，和

谐共生。

（2）记忆：唤醒场地的时空记忆。青砖、灰瓦、小径、绿

植，运用传统民居中常见的材料和空间元素，创造富有人文精神的

观览空间，追忆场所精神，展开时空对话。

（3）激活：激发老城区的空间活力。沿孙中山纪念堂公园

轴线布置高塔，提供观察老城区的新视角，通过富有活力的室

内外空间设置和二期建筑合理的功能植入，打造极富旅游潜力

的老城新地标。

3  总体布局

根据任务书要求，本次设计分一、二期。其中一期建筑为博

物馆群，二期功能待定。我们的总体规划将用地分为三个区域：

（1）博物馆建筑区：位于孙文中路、水关街、照壁街及规划

路围合起来的一期用地范围内，主要布置博物馆群总馆、华侨历史

博物馆、火花展览馆、博物馆办公楼及配套服务楼等博物馆建筑。

（2）商业街区：保留原民族路商业，同时对民生路和照壁街

之间的商业进行改建，形成富有活力的商业新街区。

（3）休闲娱乐区：位于治安街到博物馆建筑区之间，从功能

上考虑将保留的历史建筑改造为酒吧或者餐厅，对现有的绿地进行

改造，形成两个尺度较大的绿地公园。三个分区功能上的有机联系

使其成为了一个集观览、学习、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综

合体，为老城区的自我更新提供了新的活力。

4  交通组织 

博物馆游客主入口位于孙文中路和照壁街交叉口，靠近北侧

孙中山纪念堂公园前广场；办公人员及贵宾入口设置在南侧消防环

路上，正对休闲娱乐区的绿化广场；建筑西北角正对现火花展览馆

布置一个内部员工出入口。

场地内除现有的照壁街和治安街之外，沿博物馆南侧新增加

一条4m宽的机动车道路，从民生路一直通向水关街，根据不同功

能需要在场地内布置3个小型停车场。

5  景观系统

景观规划采用点、线、面相结合分层布置的方式，形成了丰

富完整的立体绿化体系。沿城市街道布置有带状绿化和水景，创造

步移景异的街道景观系统。休闲区内保留的两块大面积公共绿地成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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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整个老城的绿肺，见缝插针的点状绿化小品丰富了近人尺度的微

观景观。

6  空间意向

空间形态上延续老城区的空间肌理，从中山传统民居中提

取建筑原型，采用组群同构的处理手法，顺应场地内的保留建

筑适当扭转，模拟民居自然生长的空间形态。新建筑穿插游走

在老建筑之间，通过连廊、中庭等与老建筑发生关系，使老建

筑成为新建博物馆群总馆的室外展品，同时提供更多的室外公

共空间。

沿孙中山纪念堂公园轴线设置高塔，加强了和中山纪念堂的

对话关系，整合了区域空间关系，是对中山文化的最好回应。

7  立面造型

建筑整体造型设计以一个传统民居的院落为基本单元，沿场

地东西方向横向展开，将新老建筑统一在一种变化的秩序之中，端

部高塔的布置打破了横向的轮廓，秩序中富有变化。屋面处理采用

传统民居中常用的四水归堂的处理手法，青砖、灰瓦、木顶棚，使

新建筑完美地融合于老城区之中。

8  功能分区

博物馆地下1层，地上3层。地下一层功能为文物库房区及文

物修复区、停车场和机房。地上部分功能分为新建建筑和老建筑两

照壁街方向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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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其中新建建筑又可以分为东、西两个分区。东区主要由中山

（香山）通史展馆、收音机博物馆、临时展厅等展厅空间和入口大

堂及休息区组成，西区主要由青少年活动区、多功能报告厅、多媒

体播放、阅览、贵宾接待以及书画艺术厅、藏家藏品展览厅等空间

构成（图11）。新老建筑之间通过连廊、中庭等联系，使老建筑

成为新建筑功能组成和展品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

9  观览流线

鉴于本设计各展厅之间主题明确，互相之间关联不大，我

们将观览流线设计成并联状态，在建筑中央部分沿东西方向布

置一条时空连廊，从连廊可以自由进入东区各主题展厅或西区

各功能房间，同时从时空连廊也可以分别进入场地内保留的部

分老建筑（图12）。展品入库考虑从地下一层经文物修复、鉴

定后入库，同时在库房外布置一专用货梯将展品直接送到地上

各层平面。

10  室内设计

室内设计以时空记忆为主线，中央时空连廊部分通过景观

楼梯、坡道将各层平面有效串联起来，同时也提供了观看场地

内保留建筑的不同角度和空间体验。展厅部分采用和外墙材料

一样的青砖作为墙面和地面装修材料，吊顶采用仿旧木格栅，

营造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和怀旧的空间氛围，体现出浓厚的中

山特色。

11  节能设计

针对当地气候特征，建筑整体南北向布置。形体上南北贯穿

的缝隙提供自然通风的通道。贯通3层的中庭在增加通风效果的同

时，提供了丰富的自然采光。“四水归堂”的屋面设计为中庭植被

灌溉创造雨水收集的条件。沿建筑外围设置的带状水池与绿化结

合，起到调节局部小气候的作用。

12  结语

本方案采用传统民居形式为空间原型，规整零散的现状建筑

和场地，使新老建筑完美融合，和谐共生。延续老城区的空间肌

理，从中山传统民居中提取建筑原型，模拟民居自然生长的空间形

态。有机地利用老建筑，提供了观看场地内保留建筑的不同角度和

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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