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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老味道

——青岛市崂山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设计
Public Culture Centre ，Laoshan，Qingdao
撰文  郝赤彪  时海峰  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通过青岛市崂山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的建筑方案设计与研究，探讨大型综合性文化建筑如何传承青岛传统的“里

院”空间形态，以及如何在解决好新建筑功能的同时，使“里院”文化得到延续。

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里院  文化传承

摘  要

关键词

青岛市崂山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是集图书馆、档案馆、行政管理、

文化娱乐、体育健身和会议演出为一体的综合性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基地西临崂山区政府，南临山东省国际会展中心，北临政府法院及检

察院，东边则是较为集中的居民区及啤酒城、五星级酒店等公共建筑。

该市民文化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崂山区重要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和人文景

观（图 1，2）。

1 文化传承

作为一个文化建筑更应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该建筑虽然位于

崂山新城区，也应尽可能体现地域文化特色。“里院”是青岛城市发

展历史上所形成的传统空间，由半公共、半私密的合院和传统德式的

街巷组成。它不仅是青岛老城区城市肌理的重要构成元素，而且也是

青岛特有的传统生活与文化的载体。

“里院”中的半公共、半私密空间是指包括建筑物等实体构成要

素以及由它们所围合的露天庭院在内的统一整体。构成里院的建筑要

素并没有严格的功能性质的限定，庭院突破了传统中式合院的结构，

因而既起到了协调各个建筑空间要素的作用，也使半封闭的庭院空间

与外部街巷的空间联系变得更加舒缓自然。“里院”中的街巷在空间

结构组织中，不但起到交通联系的作用，更是构筑整个里院的氛围和

缓冲里院建筑群与外部空间的重要部分（图 3）。

建筑外部为了避免综合体过长过大的体量对城市街道造成的压

迫，在设计中充分利用建筑体量的转折、丰富的细部、屋顶的变化

界定出一系列的立面模式，把连续水平的长立面分割成若干尺度上

与老城区里院建筑尺度相当的立面单元，使之与周边道路相融合。

同时，利用建筑物的后退设计形成城市带形活动广场，以加强沿街

建筑立面的延续性并提供城市活动的场地，将内部的活动延伸到沿

街行人的边缘。

图1 青岛市崂山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 图2 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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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这一目的，建筑一层利用透明的立面处理和商业活动，

将大型文化综合体的开发功能与沿街的社会活动及使用功能联系在一

起。这样的处理也使得半封闭的庭院空间与外部街巷的空间，以其视线

和对景设计产生空间和心理的连续性，也使综合体的内外空间在兼顾与

周边建筑风格相呼应的同时贯穿成为一个整体（图 4）。

该市民文化中心设计结合功能的需求设计了庭院式半公共交流空

间、线性串联的街巷空间，巧妙地将老城区传统城市空间的神韵展现在

新建筑的设计之中。文化活动与地域传统建筑空间有机结合，使文化在

传承中得到弘扬。

2 因地制宜

结合地形地貌、地势高差组织相应的功能空间及建筑体块，使建

筑能够结合环境，从而满足生态意义上的自然通风与采光。由于基地是

东北角高、西南角低的逐级递减的台地，建筑形体结合高差用折线形的

建筑形体将各个空间区域串联起来，使得建筑有更多的表面来满足自然

通风与采光（图 5，6）。

3 相得益彰

该市民文化活动中心设计的各功能单元空间在布局上既相互关联，

而具有宏观上的整体性，又相对独立，便于管理与独自使用。从而，该

图3 “里院”结构分析图

图4 建筑外观透视图图5 基地分析

图6 高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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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筑综合体各个组成部分能够相得益彰、各得其所。具体功能设计手法为一线、

二区、三核（图 7~10）。

（1）一线。主体建筑形态以折线形的手法围合、延展、串联，既解决了功能又

结合了地势，同时又是城市传统空间的再现。

（2）二区。市民文化活动区、市民健身服务区。文化活动区包括：文化馆、美术馆、

图书馆、城建档案馆、档案馆及多功能厅、老年大学，通过公共空间的共享与集中，

创造出富有文化氛围、相对舒缓静怡的北部地块的静区。健身服务区包括：体育馆、

妇幼儿童活动区、青少年活动区、老年健身活动区，通过功能的互补与共享，形成了

地块南部的动区。

（3）三核。北核——以图书馆的功能与体量为标志，构成了文化活动区的核心；

中核——以体育馆为中心构成了“动”区的空间与功能核心；南核——以演艺剧场为

标志，是整个建筑综合体的体量与视觉焦点。以一线、两区、三核的设计构思作为绿

化景观设计的主要出发点，运用借景、对景手法，使建筑内部绿化系统通过空间的组

织模式向外渗透，从而达到内外景观融合的效果。

4 结语

崂山区市民文化活动中心设计运用了适合地域性环境特色的语言，既弘扬了传统

里院的城市空间特色又突破了“里院”结构在空间布局上的封闭和流线上割裂的缺陷。

虽仅为竞赛方案，但将传统里院空间运用于大型文化建筑设计中，注入生活与文化，

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

项目地点：山东青岛崂山区

项目状态：方案研究

设计时间：2013年

业主单位：青岛市崂山区区政府

建筑设计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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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功能分析

图8 二层平面图

图9 三层平面图

图10 四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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