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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承——
北川影剧院、川剧团、艺术学校设计思考

傅绍辉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北川羌族自治县影剧院、艺术团、文化艺术学校项目位于北川新县城中心区，占地约占1.38ha，总

建筑面积约9 500m2，是新北川重要的公共建筑之一。

建筑的北侧是抗震纪念园，西侧是永昌河景观带，因此建筑处在非常重要的空间区位上，这两个界

面的设计也显得非常重要。沿着纪念园的方向上希望形成完整的城市界面，具有一定庄重感，同时也希

望在界面设计中加入一些元素。因为作为一个影剧院，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是较为集中的，在等候休息

之余就可以在休息厅里进行一些社交活动。在室内灯光的映衬下，建筑内部人们的活动从纪念园方向看

也像是一场生动的演出。反之，影剧院内部的人们也可以看到纪念园里公众的活动，这样互为背景显得

非常有趣。另一个面对城市景观带的界面，则希望能够更具开放性，创造一个与景观带相互渗透的活跃

的界面。

总平面图

“重生”—汶川震后重建学术交流会  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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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主要功能为一个800座的剧场、两个80座的小电影院、一个川剧团，其中包含排练和办公部

分，还有一个培养演员的艺术学校。从功能上讲，剧院是一个公共性建筑，应当与广场的开放性很好地

融合。然而川剧团和艺术学校虽然也属公共性建筑，但在日常使用上，其社会开放性比剧院建筑弱。因

此最终将剧院布置在用地北侧临近纪念广场的区域。

空间排布的不同在电影院和剧场之间也体现出来，电影院倾向于一种商业消费场所，剧场则倾向于

文化活动场所，两者在形成整体的同时，不应当相互干扰。我们的空间处理方式是，把两个小的电影厅

布置在有独立的出入口的位置，剧场置于其后，并且在它们中间形成一定尺度的穿越空间，同时与南侧

的庭院相连，给人们多一种穿越的可能，这样可以把广场中的一部分人引入到建筑内部，再进入到西侧

绿化中，从而加强了建筑与城市的相容性。这样看来，建筑中心的广场就成为西侧绿地和北侧纪念园的

空间连接体。

川剧团的排练厅进行了精心考虑后安排在整体建筑比较中间的位置，不仅可以与广场连接，如果进

行小剧场演出也便于观众直接进去，同时与剧场距离很近，也可以作为剧场的排练厅共用，而且也为艺

术学校提供了一定排练和小型演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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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文化性在整个设计中自始至终是令人关注的要点。经调研分析在设计中主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墙体的收分，设计中运用了向上倾斜的收分方式。其次是墙面的窗洞。自建的羌寨随着历史的发展

逐渐完善，总体格局固然是完整的，但每个房间可能不是很整齐对应，墙面的开窗也因而比较随意，这

个特征被我们移植到设计里。第三是望楼。为了节约投资，学校和剧团没有设中央空调，而是采用分体

空调的方式，这样在学校建筑的背立面和庭院里会出现很多空调室外机位，于是结合凸窗和室外机位采

用了类似望楼的处理，获得了较好的立面效果。

碉楼是羌寨非常重要的特点。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建筑都需要设置一个碉楼，而是一组建筑群设置几

个碉楼。建筑位于广场一侧，并不是在中轴线上，同时中轴线上的建筑中已有类似碉楼的设计元素，因

此这里不再需要建一个碉楼，做好陪衬是更重要的。因而更多地选择了其它羌寨建筑元素，建筑也因此

颇具现代感，从细微处也到达了一定的效果。这些都非常适合北川的影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