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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郑世伟  黄鹤鸣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大公园中的小游园——鄂尔多斯市规划展览馆

建筑师在建筑创作过程中除了单纯技术问题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坚持什么样的设计立场。每一个建筑师

都会沿着自己的设计立场和价值观去判断哪一条路是他应该选择的。在鄂尔多斯市规划展览馆建筑设计中，

我们所注重与一再坚持的东西就成为了设计的切入点。

项目所在地在康巴什新区的民族团结公园中，这个选址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谈论和思考的话题。康巴什的

引人注目缘于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把它描述成为一座“鬼城”，说它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

佳展品。但是政府建造它的初衷实则是充满了美好的愿景，希望将它打造成鄂尔多斯新的政治、金融、文化

中心和汽车制造业基地。康巴什本身也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条件，比如：丰富的水资源、平坦的地势、发达的

交通网等，最重要的是它有比老城区富裕的土地。可是，从目前来看，康巴什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其中的原

因有很多，作为建筑师的我们只能从建筑本身去寻找答案。康巴什实际上建了很多大型的文化建筑，造型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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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气派，规划展览馆也将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为什么它们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市民？为什么没有为城市带

来活力与文化交流的氛围？与老城区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应该不是市民前往的障碍，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它们自

身强烈的封闭性。从计划建设到功能需求的研究再到使用管理，都没有市民真正的参与意见，它们总是以行

政部门的姿态出现，文化传播方式上也多以居高临下的宣讲为主，而非平等、放松的交流，也因而这些文化

建筑最终沦为了政府单纯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自娱自乐地放在那里成为摆设。

为了改变文化建筑尴尬的现状，在规划展览馆的方案设计中我们必须把握一点：它应该是一个市民能够

且愿意参与其中，具有很强开放性的城市展示与休闲游玩的场所。

开放性如何实现？很多文化建筑都设置了行政办公的功能，但这会给建筑本身的开放性带来制约。在

这个项目中能不能尽量将内部办公功能对市民观展游园活动的干扰减到最小？于是我们提出了“悬浮”的概

念——办公、档案等办公功能悬浮于基地之上，在其内部流线和功能空间独立使用的前提下，仍然具有视线

上的开放性，与开放展场达成看与被看的互动。

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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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将规划展厅、多媒体影视厅等功能空间嵌入地下，将地面完全空出来，这样在山丘上形成一个开放的聚会

活动和室外展览的广场。规划展览馆成为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小公园，游览民族团结公园的市民可以随意穿行其间，

顺便看看展览，或者休息一下，在此凭高远眺。民族团结公园有点类似于北京的民族园，其中有很多民族风情建筑

和游乐设施以及有自成一体的游览路径。设计将规划展览馆看作整个民族园游览路径上的一个趣味核心场所，它的

展示与交流空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与民族园景区的游览路径紧密结合，使得人们的游览状态衔接得自然流畅，让

展览馆成为大公园中的小游园。开放性还体现在功能的设置上。这里不但可以举办常规的城建展览，还设置了影院、

多功能厅、会议厅、体验馆、教室等多种功能，可以承办各种展览、培训、交流等活动，使得规划展览馆不仅作为

展示城市建设发展的窗口，同时成为市民与城市互动的场所。

为了增强市民观展的趣味性，设计在空间上做了很多文章。室内外、地上地下的巧妙结合，使得观展变得更具选

择性和趣味感。不同于传统展示建筑单一乏味的观览路径，我们希望营造一系列充满活力和趣味性的立体游走路线。

专题展厅、休闲咖啡、影视多媒体等各个区域之间并没有明确边界，通过坡道、电梯、大尺度台阶、自然台地、丘陵

草坡等要素自然连接。下沉庭院、悬挑体量下的灰空间、极具围合感的室外展场之间由或虚或实的界面有机分隔，在

确保空间独立性的同时，体现室内外空间的融合和视觉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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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馆处于整个民族团结公园里地势最高的山丘上，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地区的标志性建筑。它应该

以什么样的形象与姿态呈现出来？我们尝试用有力、完整的建筑体量去应对苍茫空旷、具有强烈地域气息的

自然环境；我们将展览功能隐入地下，立面材料选用当地特有的红砂岩，使得它与山丘紧密融合在一起，彰

显出北方建筑简洁而有力的厚重感，浑然天成。另外，将办公功能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圆环悬浮于山丘

之上，外表面采用醒目的银白色金属饰面板，轻盈且有未来感。单纯的体型、巨大的尺度很好地与环境产生

对话。另外，它身处民族园里那些小体量的民族风情建筑之中，大尺度的完整建筑体量对应小尺度的细碎体量，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个区域的统领和视觉的焦点。建筑形象有很强的现代性，完全反映功能的需求，剔除了

任何不必要的装饰，这与现代城市的气息非常合拍。

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努力在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问题可能提得肤浅，解决的方法可能有些幼稚，但是

清晰地摆明了我们的设计立场——建筑为市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