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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地域文化的理解
——井冈山市民中心设计
Design Related with Regional Culture: Jing’gangshan Civic Centre

撰文   黄朝捷  吕佳音  林晓仪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摘  要

关键词

基于对井冈山以及周边地区文化的调研与理解，在井冈山市民中心的设计中使用原创的建筑语言，在

营造现代、凝练、宏伟的城市建筑意向的同时融入地域文化，体现鲜明的地域特点。

地域文化  井冈山  市民中心  原创

井冈山市位于江西省西部的罗霄山脉中段、湘赣两省的交界部位，以山地为主，集革命圣地与旅游胜地于

一身，是江西省西南的门户。按照“国际水准、国内一流，花园式生态旅游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形成

了依山傍水、“山水园林在城中，城在山水园林中”的优美格局[1]。  

因主要受到庐陵文化和赣南客家文化的影响，井冈山建筑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本文主要结合井冈山市民

中心的设计过程阐述对建筑地域文化的理解。

建设单位  井冈山市政府

设计单位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建筑师  黄朝捷、郭满良、何庆伟、吕佳音、陈运天 

用地面积  119 756m2

总建筑面积  80 344.73m2

项目状态  施工中

预计竣工时间  2012年中

井冈山市民中心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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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大井毛主席故居 井冈山市民中心内庭院设计

井冈山市民中心立面、坡屋顶设计吉安钓源古民居马头墙及屋顶

1  项目概况

井冈山市民中心位于井冈山新城区行政办公区北部，交通便利，自然景观优势突出。总用地面积约179.6

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m2。总体规划遵循新城区的整体规划思路，设计兼具创造力与经济性，在现有空间格局

下寻求合理创新。基地内以行政中心为主轴的“Y”轴所形成的空间景观视廊将得以延续与强调，共同营造建

筑与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舒适宜人、和谐共生的城市空间，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优越的综合服务

环境。建成后的井冈山市民中心将集会展、办证交易、文化演出、休闲康乐、后勤服务等功能为一体，是提

升城市品位、打造地域新名片、发展旅游事业、开辟市民文化休闲场所的综合载体。

2  地域文化

井冈山的地域文化主要受到庐陵文化的影响，具有崇尚文化、刚正坚毅的特点，同时因为地处赣西南，亦

受到赣南客家文化坚忍不拔、勇于开拓、朴实团结精神的影响，并且经历革命的战火洗礼，当地优质文化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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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升华成为井冈山革命精神。

井冈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呈现冬长、夏短、秋早、春来晚的特点[2]。井冈山地

区的古代民居亦受到庐陵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共同影响。庐陵古民居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楼房，高一层半，格局

多为二进一天井，质朴而简单。它不仅具备采光、通风等实用功能，更有“四水归堂”、“肥水不流外人

田”的寓意。建筑多采用坡顶灰瓦，青砖风火墙，呈现出青灰色的建筑基调，而墙头的粉线高低起落勾画出

明显的轮廓。室内厅高楼低，天井小型多样，窗棂隔窗多施雕刻，大户置藻井、彩画和影壁，可称为赣民居

的代表。而井冈山地区的客家建筑的主要特征，一是建筑选地因地制宜，多为因山就势、依山傍水而建；二

是建筑体量是依血缘氏族的群体化居住需要而由小到大，开始多为“一字形”三行，即中间是厅堂，两边为

卧室厢房，然后成对称式，依地势的可能向两边扩展为五行、七行等[3]。

3  设计构思

结合用地条件，井冈山市民中心的整体布局坐北朝南，沿基地中轴以建筑单体为基本单位，周回布置，

呈现格局严整的院落式对称布局。在寻求功能合理、流线便捷的前提下，井冈山市民中心分为会展中心区和市

民服务区两大功能区。会展中心区主要包括会展区、影剧院、规划展示馆和市民活动区；市民服务区位于会展

中心区后方，安排了较多的市民服务功能空间。而从建筑体量上而言，井冈山市民中心主体建筑部分由主楼、

影剧院、东楼和西楼组成。每个建筑单体相对独立，但相互之间联系紧密，平面功能清晰实用，各项繁杂的功

能有序展开。

市民中心主楼占据基地中主轴线上重要位置，其他建筑与主轴线呈平行或者垂直布置，建筑与院落所构成

的空间组合起伏变化、层次分明。在强调基地内轴线的同时，交通流线亦清晰明朗。整体布局强化了空间的次序

感，建筑的体量感也得以放大。空间位置上的对称性设计和轴线所形成的空间次序，造就了大气、整齐、稳定的

格局，与空间自己所属的庄重宏伟的精神相吻合，而序列感更是强调次序的精神主旨。

4  环境格局

井冈山市民中心设计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巧妙利用流经基地南面的傍江河，顺水而行设计了大面积

的景观水域及亲水木栈步道。水景与市民广场、建筑群体紧密联系，烘托出大气而不张扬、闲适而庄重的环境效

果。同时强调开放空间的灵动穿插，园林式设计增添了环境的趣味性，创造出丰富的空间环境层次，充分满足了

城市会展服务以及市民游览、休闲、娱乐等功能需求。在室内外空间关系中重视视觉景观的营造，借鉴中式园林

中框景、对景、借景等设计手法，实现内部功能空间与庭院空间以及城市环境大空间的有机结合。中国自古就有

“智者乐水”与“上善若水”的说法，井冈山市民中心的园林设计也从中得到启发，一方面追求冰清玉洁的气

质，另一方面源于自然顺应环境条件的园林设计，亦折射出 “道法自然”的韵味，体现了对自然的向往。

主楼与东、西楼对影剧院形成环抱围合布局，围合所营造的空间与古民居中的天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

代，很多民居为了安全的考虑，往往是很封闭的，高墙、深院、重门、窄窗。但在高墙的围合和屋顶的覆盖之间

往往空出一个与地相接、与天相通的天井。天井的设计打破了室内空间的封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

吉州窑木叶天目瓷碗

吉州窑遗址 吉安市钓源村欧阳氏祠堂 吉安市吉水县燕坊村古民居井冈山市民中心影剧院设计

井冈山市民中心主楼主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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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剧院剖面图

影剧院平面图

影剧院大堂透视图

影剧院室内透视图

井冈山市民中心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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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古人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向往[4]。

5  立面设计

井冈山是竹的世界，八百里井冈，山山岭岭，无竹不成林。竹不仅是文人笔下高雅谦虚的象征，在井冈

山革命斗争时期更有重要意义：竹笋当过红军的菜肴；竹子做成的扁担挑过军粮，被朱德总司令写上自己的名

字，与战友一齐劳作；竹梢挂过红军的战旗，更被制作成火把、长矛和竹钉，成为与敌斗争的武器。竹成为井

冈山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井冈山市民中心的立面设计由此获得启发，从竹的意向中提炼出主楼部分建筑立面的肌理表现。经过对立

面构图的反复推敲，确定了立面门窗与墙面之间虚实对比的微妙比例。采用石材与玻璃作为立面的主要材料，

以石材与玻璃的原色作为立面的主体配色。根据井冈山冬季虽冷但少严寒、盛夏虽热而无酷暑的气候特点，在

以脉冲式人流为主且对空间采光要求较高的会展公共空间采取细分隔的玻璃幕墙。而针对主楼东西部分实用性

办公以及展览等多样复杂功能空间，主要采用石材以及标准化的窗体元件等，在保证室内采光通风和私密性不

被干扰的同时，控制窗墙比，利于建筑节能和成本控制。

立面整体构图凝练简洁，通过材料自身的虚实对比强调建筑的整体性，立面自身也对建筑内部功能空间进

行了阐述，格局一目了然。弧形的玻璃面以窄长条的檩条紧密排列进行分隔，竖向紧密排列的檩条是由翠竹林

立的场景抽象而来，与立面左右两边大面积的石质墙面以及前广场园林水景形成对话，抽象地还原了井冈山竹

林、山石、水流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建筑既有现代风格，又突出地域风情。

6  细部处理

在井冈山市民中心的设计中，青砖亦被局部用作地面装饰的材料，在兼顾环保的同时承载地域文化的返璞

归真。古徽州人将建筑之间封火山墙的角部设计成类似马头的造型，形成了马头墙，达到了隔绝火焰、避免火

灾蔓延的作用。深入追溯，庐陵民居中的马头墙源自徽州民居，只是建筑材料由徽派建筑中的黑瓦白墙变成了

就地取材的青砖。庐陵民居中坡顶灰瓦、青砖马头墙已成为重要的建筑符号。

在市民中心的主楼坡屋顶挑檐之下，于主楼主入口的两边分别设置了5根石柱，在解决结构支撑问题的同

时加强了建筑的仪式感。在许多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建筑中，数字往往被赋予深刻的寓意。而井冈山本身也与

“十”和“五”有不解之缘，如保护区内有十大美景，其中就包括笔架山“十里索道”、“十里杜鹃”，也有

脍炙人口的红歌《十送红军》；井冈山亦有“五大哨口”，还有被誉为“中国最值钱的山”的五指峰。巍然耸

立的石柱就是对环境的印证，对历史的铭记。

而据井冈山不到100km的吉安县，于唐代晚期诞生了极富盛名的吉州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

瓷著称，其“木叶天目”和“剪纸贴花天目”享誉中外。位于井冈山市民中心建筑群中心的影剧院就采取了瓷

碗状造型，以通体透明的玻璃饰面还原瓷器的质薄光润、雅致悦目。

井冈山市民中心主楼侧立面、剖面图井冈山市民中心主楼墙身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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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吴良镛先生曾经说过：“地域建筑是中国各地区城市体系中城市文化、乡土、民俗文化不可分割的综合组

成部分，特别是民居文化，扎根乡土、新陈代谢、有机更新，多属于‘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我称之为有生命

的建筑[6]”。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各地城市建设事业高歌猛进，但也由此造成千城一面，失去应有的

地域文化特色和灵性。本文尝试在井冈山市民中心的设计中使用原创的建筑语言，通过对井冈山及周边地区文

化的理解，在营造现代、凝练、宏伟的城市建筑意向的同时融入地域文化，体现地域特点。

作者简介

黄朝捷，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优建筑设计顾问部副所长，高级建筑师，建筑设计总监。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

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会员。

吕佳音，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优建筑设计顾问部建筑师。

林晓仪，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技术主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空间、建构设计工作坊）。中国建筑

学会会员，深圳市土木建筑学会会员。

影剧院大堂

黄朝捷

参考文献

[1] 井冈山市规划局．井冈山市城市总体规划情况．

[2] 井冈山学院，江西省城市环境设计事务所．井冈山新城区规划和建设中的若干问题．

[3] 陈新民．江西的历史文化村镇．江西月报．

[4] 周晓燕．安徽现代建筑地域性文化初探．山西建筑[J]，2010（2）．

[5] 李国香．江西民居群体的区系划分．南方文物[J]，2001（2）．

[6]吴良镛．查尔斯柯里亚的道路．建筑学报[J]，2003（11）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