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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之中的时间关系

——西安大华纱厂厂房及生产辅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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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尧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设计

研究中心建筑设计一室主任建

筑师，毕业于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主要代表作品：南京艺术学

院艺术车间、万州三峡移民纪念

馆、西安环城西苑及西安大华纱

厂厂房及生产辅房改造等。

历史背景

具有历史的城市发展都是连续的，不同时期留下来的城市区块和建筑均为最能够体现这种时间

关系的记录者，而创建于1934~1936年的西安大华纱厂正代表着西安这座古都近现代发展中不同寻

常的历史段落。在建厂之初，其主要的生产厂房多采用钢结构，并由日本工程师设计；建筑材料、

纺织及其他生产设备也主要从英国、日本、瑞士等国家进口，体现了当时工业建筑建造以及纺织工

业生产的最高水平。从建成到2008年停产改制的近80年中，西安大华纱厂（1949年后被称作国营陕

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在不断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经历和见证了众多的历史时刻（图1），纱厂及其所蕴

含的工业象征也逐渐成为了西安当地人重要的城市记忆。

由于大华纱厂地处西安城区较为中心的地段，也处在唐大明宫国家遗址保护区1的外围范围之中

（图2），其自身的地段和历史价值最终使得其生产厂区得以整体保留，并在政府以及社会多方面的

关注和努力下启动了相应的改造更新计划，旨在以延续工业记忆为前提，使西安大华纱厂这一重要

的近代工业遗产能够成为可供市民分享的城市街区和活力空间，并进一步丰富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周

边的城市功能和文化体验。

设计策略

由于历经几十年的连续生产和发展，大华纱厂生产厂区内存在有各个历史时期建成的生产车

间、仓库、动力用房及管理用房等建筑，建成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不等，建筑尺度和结

构类型较为多样化。通过前期深入到生产厂区每个区域、逐栋建筑的“地毯”式考察和调研，可以

感受到，如此完整和丰富的建筑生态，既凝固了工业区连绵的历史印迹，也存在着众多具有利用潜

力的建筑空间（图3）。不同于一般的城市街区，工业建筑厂区的布局只需要保证正常的工艺流程

和管理需要即可，所以建筑之间呈现出接踵摩肩的高密度共存状态。如何重新利用这种直白的“密

度”，就成为最终确定改造策略的关键（图4）。

“谨慎的加法”

生产厂区内部偏南有一条东西向的厂区主路，其南侧区域主要以20世纪30年代的老财务室、

产品库房、厂区办公等生产管理及辅助用房为主（其中也有包括后期增建的冷库、动力用房和锅炉

房）。建筑多为上世纪30年代的砖木结构建筑，通过院落空间及自然形成的空场组织在一起，尺度

     工业建筑   改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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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安大华纱厂年表

图2 西安大华纱厂区位图

图3 生产厂区内不同年代的建筑分布（上），生产厂区所具备的改造潜力（下） 图4 大华纱厂改造前的建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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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空间舒适，除去一些后期临时搭建的房屋，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建厂之初的格局和面貌。针对这

一区域的改造，主要采用“谨慎的加法”策略，即以对原有建筑的清理和修缮为主，并根据功能需要，适当

增加少量的新建筑、连廊、小品及构筑物。对于保留建筑，在适当进行结构加固以保证安全性的同时，尽可

能保持原有立面材料、室内空间及建筑细部（如砖雕、标语、工业构件等）的本来面目。少量增加的建筑，

在进一步满足餐饮、休闲、文化等新的使用功能，并将该区域梳理成适合人们徜徉其中的步行街区的同时，

提示出历史记忆和现代生活的共时性。新增建筑所选用的尺度与所在位置的周边环境相协调，设计均采用当

代的建筑语言，并使用与传统建筑材料有明显反差的建筑材料，以明确的可识别性实现新旧建筑的对比和并

置（图5桔黄色所示部分为增加的建筑）。

以老南门及原工厂办公区为例，完整保留了该区域的院落格局、历史建筑及高大树木。利用主要院落东

西两侧失修坍塌建筑所占的区域，根据功能的需要将新的建筑织补其中（图6上深红色区域所示）。两栋建

筑均采用坡屋顶形式，与原有建筑嵌套在一起，东侧建筑整体使用镜面铝板，倒映出所面对的庭院和历史建

筑；西侧建筑整体采用预制清水混凝土挂板，与院落灰色基调一致。通过相似的建筑形态、差异化的立面材

料，与环境产生对话，并提示出原有建筑生态的变迁。

而具有转变为当代艺术中心潜质的锅炉房区域[1]，尽可能保留了包括锅炉房、发电站、脱硫塔、洗煤

池、吊架、输煤廊等几乎所有与工艺有关的建筑和构筑物。在其南侧堆煤场，增加了大空间的艺术展厅，并

将原有的输煤廊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沟通新旧建筑的动态元素和可供人们进入体验的空间；同时，也与外

立面所采用的锈红色耐候钢板一起强调出厂区本身所具有的工业意象（图7）。

“积极的减法”

生产厂区东西向主路北侧的区域主要为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不同时期建成的生产厂房。这样的生产厂房

周边一般有单层或多层的生产辅房，内部为整齐开敞的生产车间，屋顶多采用纺织工业建筑特征显著的锯齿形

天窗。区别于南侧厂区，这一区域的建筑尺度更大，建筑密度更高。针对这一区域的改造，主要采用“积极的

减法”策略，即结合城市街区所需的空间和尺度要求，根据需要拆除一部分空间狭小的生产辅房（图8左红色区

域所示）及生产通道，以产生新的街道和步行系统；同时适当调整原有建筑格局，打开部分结构，以形成新的

内部街道和具有城市特征的公共空间节点。由此形成从大华南路侧穿过原一期生产厂房的、贯通厂区中部的东

图5 生产厂区南侧区域的改造策略 图6 老南门及原工厂办公区设计鸟瞰图（上），

改造后的院落空间（下）

图7 生产厂区南侧区域及锅炉房周边区域改造前后对比 图8 拆除部分生产辅房的区域 图9 改造后的公共空间节点和路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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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新主街，以及南北向的四条室内外步行路径。结合改造后的路径，设置主要的公共空间节点，以改变建筑

密度高且空间均质的现状。不同的公共空间节点，结合建筑特征、自身位置及功能定位，采用不同形态和空间

设计的方法，以形成不同的场所氛围，并为产生丰富多彩的城市活动提供机会（图9）。

如在生产厂区东端的新布厂中部，以双层格栅采光屋顶置换部分原有梁架和屋面，形成高敞的半室外空

间，并在空间中设置观众看台、空中连桥等要素，与该建筑内新增加的小剧场群落相呼应，成为便于人们自

发参与的城市表演空间，由此也与纺织工业博物馆（原老布厂）及艺术中心（原锅炉房）一起组成纵贯南北

的文化艺术街区（图10右中紫色区域所示）（图11）。

在生产厂区西侧、与太华南路相邻的一期厂房，是厂区面向城市的主要界面。改造中拆除了其外侧的生产辅

房，将生产车间锯齿形天窗所形成的富于韵律感的主体结构和剖面轮廓显露出来；厂房中部拆除一定范围的二层

楼板，形成具有城市尺度的中庭空间，实现原有均质的工业空间向具有公共性及商业性的城市空间的转变；对应

这一节点空间，设置使用双层格栅的折板型采光屋顶，提示出建筑面向城市所具有的公共性（图12，13）。

图10 新布厂中的半室外表演空间（左），改造后新的城市功能布局（右）

图11 新布厂中半室外表演空间设计意象（左）及改造后公共表演活动对该空间的有效利用（右）

图12 原有一期厂房中部形成的公共空间 图13 沿太华南路主要界面及屋顶改造构思草图（左上：崔愷绘

制；右上：王可尧 绘制），改造后的沿街立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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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改造后南北区之间的主街 图15 30年代保留建筑与改造后的厂房

图16 通过改造得以延续并强化的建筑屋面轮廓线

图17 改造中增加的楼梯、连桥等立体交通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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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单位：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

图片来源

照片由王可尧拍摄，图片及图纸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设计研究中心提供。

注释

1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与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等作为其组成部分，均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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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曾经说过：“地球12%的表面已经被各种组织列为保护区或地标，并且扩张呈加速状

态，相反被保护的建筑越来越年轻。”[2]他的描述反映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对“什么样的建筑需要被保留”这一问题的

思考及认识的变化——建筑的历史价值更多的是与城市的相对历史及人们的相对记忆紧密关联。正如大华纱厂，相对

于西安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城市来说，其建成至今不足百年，但城市的发展和记忆应该是连续的，每一个时期的建

筑都是其物化的载体和记录者。所以对于大华纱厂的改造，就是希望通过两种不同改造策略的结合，尽可能地保持原

有建筑生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厂区中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场所能真实呈现出能动的变迁感（图14~19）。

正因为如此，不同于新建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常规流程，在后续历经两年的改造过程中，屡次会根据改造施

工过程中不断的意外发现（如某些藏匿其中的特色空间、写有标语的墙面、具有生动印迹的角落及某些之前未被

察觉的景观视点等）反过来对设计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和调整，甚至取消部分设计。所有这些不同于以往的工作

和努力，都是为了使整个厂区真正表现出一种与时间的关系，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相生相伴的关系。而对于

建筑空间的体验、对于历史记忆的回溯以及对于城市生活的展开，都是通过这种关系得以产生和实现的。这就是

我们对于大华纱厂改造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

图18 改造后增加的半室外连桥 图19 整体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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