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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

——广电建筑的地域文化传承与媒体形象表达

广电中心在室内设计中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类型，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其对流程、声学、光学等

功能的系统性要求，还体现在其文化性的期许和媒体性的展示。著名的芬兰建筑师与规划学家伊里尔·沙里宁

（Eliel Sarinen）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而广电中

心由于功能的特殊性，必然是每个城市或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并反映着本地区的文化、民族风情、价值取向和

对建筑审美的追求。下面以3个广电中心的设计项目为例，浅析室内设计中地域文化与现代媒体特性的表达。

1  山东广电——深厚的齐鲁文化

山东省广播电视中心位于济南城中千佛山—趵突泉—泉城广场—大明湖的景观轴线上，是山东省省级广播

电视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成为青年东路这一城市文化轴线上以媒体文化为主导的城市节点。建筑设计用“巨

石”隐喻外部形象，体现了山东的地域性和文化底蕴，这一手法在室内设计中得到延续，形成简洁、富有力度

的空间氛围。

大厅抬头仰望，一卷长约百米的天书长卷漂浮空中，书文为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这幅“长卷”不仅

内部巧妙暗藏了大厅屋面排水，同时也减少了整个大厅的玻璃屋顶面积，在建筑节能方面发挥了作用。夜晚时

“天书”可以为大厅提供舒适的照明光线， 满足了整个大厅的基本照明需要。

大堂一层设一方水池，叠水缓缓漫入地下一层展厅，池中蚀刻遒劲豪放的书法文字是源于泰山的“经石

峪”，显示出一种令人肃然起敬、超乎寻常的威势，它所蕴含的内在精神气魄与空间相得益彰。流水冲刷着文

字，也隐喻着齐鲁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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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层休息候播厅同时具有展示功能，成为中庭空间的焦点。片片发光的玻璃体展墙展示着广电的时事

信息，并便于时常更换。休息候播厅地面的青黑色石材仿佛流淌着的文化长河，其上也阴刻了企业的发展和圣

贤的教诲。地下展厅东侧尽端的多功能厅入口上方设置了铜管组成的隐喻礼乐音韵的抽象雕塑，成为大厅的装

饰焦点，富有现代艺术气质。

山东广电中心建筑与室内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设计作品，巧妙加入的几个主题节点也反映出山东的地域文化

特点。同时，通过LED屏、数字夜景电视、印刷玻璃等现代材料和技术手段展现了媒体之城的特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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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广电——充满活力的媒体之城

福建广播电视中心坐落在青山如黛、风景宜人的闽江一畔，建筑形态秀美雄浑，如同一片

风帆，直插云端，即将远航。

我们希望通过室内设计，体现出一个简洁、现代、充满活力、宜于使用的媒体之城。一方

面提炼地域文化和能引起共鸣的生活、文化符号，如福建民居的建筑元素和材质，惠安青石雕

的技法和质感，成为室内设计的一种装饰语言；沿海地区的船、帆、云等意向性元素，也成为

室内的设计元素；选材上则尽量采用当地材质，在体现地域特性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施工周期

和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将声波、振动等声学原理视觉化，展现媒体特色；采用变化的、富有节

奏的柱或墙，使人产生传播的联想；引入超大屏幕、动感投影等科技手段，来体现充满活力、

不断进取的主流媒体形象。 

入口大厅是一个三层高的开敞空间，成为展现电视媒体形象的窗口。透过两面玻璃幕墙，

室外与室内的界限模糊了，材质和色彩连贯起来，室外的建筑材质延伸至室内，相同的模数和

色彩，使室内自然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设计将1~4层共享空间的片墙与屏幕结合在一起，形成巨

大的视觉冲击力。甚至还设想了将大厅中行动的人影，通过摄像头取像后经计算机处理，再反

映到屏幕上，形成变幻的影像，也达到媒体性质的一种体现。

电视中心长廊是一个富有节奏和韵律的交通联系空间。一侧联系着各演播室长廊，另一侧

联系着一个个共享空间内的竖向楼梯。在楼梯一侧，白色的墙面穿过采光天窗直接落入室内，

近人处肌理细腻的饰面使大片的墙面生动起来。而演播室一侧墙面上连续的色彩渐变犹如电视

光谱一般，进入不同演播室如同走入了不同的电视频段，既具有导引功能又体现了电视传播工

作的特性。

广播中心三层高的大厅墙面上罗列的音箱，把不同界面整合在一起，增加了空间的聚合

感，并清晰地传达了广播中心的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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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蒙广电——内蒙古草原的色彩

内蒙古广播影视数字传媒中心位

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新区，地势平坦、

环境优美。建筑设计由内蒙古大草原上

高低起伏的朵朵白云得到启发，采用错

落有致的体量组合手法与建筑顶部的圆

拱造型，形成极富韵律感的建筑轮廓，

同时建筑的白色调也与周围青山绿水的

优美环境相得益彰。

室内设计方案的创意起始于内蒙

古地区悠久的民族文化、地域特色，

从内蒙的自然、建筑、色彩、人文和

纹样图案上提炼设计元素，如吉祥、

美好的白色，坚贞、忠诚的蓝色，幸

福、胜利的红色，华丽、灿烂的     金

色和银色，将这些色彩与纹样图案结

合作为整个建筑的标识系统，每种颜

色代表一个功能分区，一目了然。经

过彩色墙面过滤的漫反射光带着不同

区域的色彩进入白色的大厅，形成一

种自然而微妙的光线效果。

白 天 ， 大 厅 内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光

线，明亮高效；夜晚，近人的灯具营造

出温暖舒适的空间氛围，同时还充分利

用现代化的照明及投影手段，在浅色空

间的基底上营造投射出或媒体、或节

日、或自然的环境。除满足基本的照明

需求外，设计将光转变为一种不可触摸

的材质，使空间变化带来不同的视觉和

心理感受，同时也充分结合展示与宣传

方式，利用光使建筑空间成为传播的载

体，展现出一种新媒体的建筑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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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每个地区都有着自身不同的地域风格、民族背景、

历史传统，从而熔铸出不同性格和气质的地域文化。地

理、历史、人文都可以看作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它们

相互关联，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气质。这种文化的差

异与特质既能引起本地区人群的共鸣，也是向外输出和

交流的最具价值的精神财富。具有了文化特质的媒体空

间是更具魅力的，而现代的设计手段与工艺技术也可以

让这种文化特质呈现出新的光彩。我们也将继续在设

计中寻找传统地域文化与现代媒体传达之间的碰撞与平

衡，创造出更具魅力的媒体建筑空间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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