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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的集体情感的构建，通过集体记忆中最典型化的元素提取，建立创意设计模块，对典型园区的

空间设施和家具进行系列化设计。结论 第一，工业遗产集体记忆中的独有价值能够被凝练、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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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niture Design of Industrial Heritage-based Creative Industry Pa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mor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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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the creative design 

of the space facilities and furnitur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to establish the matching path of creative design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based on industrial heritage. Based on literature survey and case study, and by comb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 for local residents, the creative design module was es-

tablished for the series design of space facilities and furniture in the typical park through the extraction of the most typical 

element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First, the unique value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can be con-

densed, creatively designed and utilized. Second, the condensed and creatively designed industrial elements can guide and 

match the typical creative design of facilities and furniture in the industrial heritage-based creative indust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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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园在我国“退二进

三”、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背景下，在各个

城市和地区发展起来，文化创意企业也通过集群互相

借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更新速度加

快，对于旧工业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越来越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目前，随着北京 798 艺术区，上海 M50，

美国纽约 SOHO 艺术区，德国鲁尔工业区等艺术区

的大量兴起，将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的方式

来对其进行保护和开发已成为一种大趋势。 

为此本文以西安工业遗产“大华·1935”的部分空

间为例，对工业遗产（纺织类）的历史符号元素进行

提取、转译、生成，通过调研、整合、类比等方法对

厂房空间进行重新分区，对商业空间进行元素改造重

组，对景观进行活化设计。本文对历史符号推导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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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活化设计进行探究性模块成果演示。希望通过

探究性设计的相应成果，对于工业遗产的空间及设施

的创意设计匹配研究有新的模式可寻，引导消费者关

注地域工业遗产的独有价值，让不同的工业创意园在

新的时代下散发地域独有魅力，对历史性工业遗产实

现涅槃重生，见图 1。 
 

 
 

图 1  大华·1935 空间中的“线元素”综合设计 
Fig.1 Comprehensive design of "line  

elements" in Dahua 1935 space 
 

1  集体记忆概念 

“记忆”是基于时间维度的非物质信息，“场所”是

基于空间维度的物质属性。场所是承载记忆的容器，

记忆是场所积淀的内涵信息[1]。法国学者诺拉在 1984

年提出了记忆场所理念[2]，即不论是物质的或是非物 
 

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

体记忆中标志性的“元素”与“场所”[3]。有学者认为，

工业遗产的利用主要依赖创造记忆和商业性消费两

个方面组成[4]。文献[5]提到，城市记忆主要由记忆主

体（即保存记忆的人）、记忆客体（即文化遗存、历

史景观、场所环境及所附的信息特质）、记忆途径（获

得、存储和传播记忆客体的方式、渠道）和记忆支撑

要素（如政策环境、制度约束等）等要素构建。从以

上文献看出，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平台和媒介联动了空

间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需求，集体记忆作为一种手段

可以试图解决历史空间中的环境营造，将工业遗产中

的固态保护走向空间中的活化利用。 

2  典型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园空间及设施

现状解析 

西安“大华·1935”（原大华纱厂）位于西安市太

华南路 251 号，原址为陕棉十一厂，项目地处西安火

车站北侧，西邻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距西安城墙约

600 m。大华·1935 项目由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占地 9.33 公顷，总建筑

面积约 8.7 万 m²，从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华纱厂建立至

今成立“大华·1935 创意产业园”，共经历了多个历史

阶段，见表 1。 

表 1  大华·1935 历史记忆沿革 
Tab.1 Historical memory development of Dahua 1935 

阶段 时间 事件 

创建准备阶段 1930—1940 1934 年，大兴公司准备在西安开办纺织厂，石凤翔被聘为厂长。而后，大华纱厂建厂，

设备及工人准备就绪，全面投入生产。 

遭受打击阶段 1941—1950 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遭日军的飞机轰炸，细沙车间失火，殃及全厂，损失惨重。 

重新回暖阶段 1951—1960 纱厂党支部成立，西安解放。出现建厂以来的两次“低谷”年，违反组织夺取领导权，

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产量和经济效益大幅下降。 

高速发展阶段 1961—1970 纱厂西侧屋顶改为锯齿形屋顶；清花、筒井、捻车设备改造；设置了独立的机修车间。

不断完善阶段 1971—1980 织布车间扩建动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购买力也相应提升。不断完善和扩

大发展规模，使得纱厂经营较好。 

发展改造阶段 1981—1990 随着纱厂规模的不断扩大，二期厂房、以及新锅炉房开始准备建造。 

衰落阶段 1991—2000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传统工业技术面临淘汰。纱厂终于不堪重负，面临着破产重组。

初期改造阶段 2001—2010 开始了大华·1935 厂区改造筹备，对老旧厂房进行规划、重新改造，将入口建筑打造

为标志性建筑，目标打造成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地，使得大华获得新生。 

 

根据对“大华·1935”调研，园区现状可以归纳为：

知名度不高，入园率不高；商业业态空置；基础配套

不全，服务设施不多；艺术氛围不浓；缺乏工业文化

感知。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市场宣传不足，没有造

成市场热度；空间分布考虑不周，没有运用大明宫遗

址公园良好的区位优势；商业运作方案以及基础旅游

设施不够完善；园区主题不明，没有进行整体化的园

区创意设计。 

3  记忆重构视角下的工业遗产型创意产业

园设施创意设计研究思路 

3.1  元素整合 

文献[6]指出，集体记忆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构

建起来的，第二是集体内都经历的。如果属于构建的

集体记忆，需要以坚实的美学和道德为基础，否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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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得长久地被集体成员认同。本案的设计既针对前

者（青年参观者、游客），又针对后者（当地居民），

依次在设计元素选择上，舍弃掉一些个体的碎片化记

忆元素，寻找集体记忆元素，将集体记忆元素进行搜

集、整理，进而进行园区的设施创意设计研究。 

首先，对大华纱厂（大华·1935）纺织的 12 道技

术工艺流程的符号进行提取，将工艺流程的细节进行

分解和图示化，见图 2。从图 1 可以看到，“大华·1935”

的特点是纺织工艺的“线”元素，纺织产品主要表现为

布艺工艺的多样性，技术设备比较多样，但是进行统

一创意设计的难度较大，为了唤起园区游览者、消费

者的集体记忆，本案选择在工业设备中最常见、在设

施设计上最能统一的、并且由“线”元素构成的“螺母”

符号作为设计语言，和布艺中、纺织工艺中的“线”元

素一起作为园区创意设计的载体，进行主题性设计研

究，见图 3。 
 

 
 

图 2  纺织 12 道工艺元素图示化 
Fig.2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12 process elements in textiles 

 

 
 

图 3  大华·1935 工业元素提取 
Fig.3 Dahua 1935 industrial element extraction 

 

3.2  空间设施构建 

工业遗产作为具有特殊历史的背景资源，在当代

艺术园区创意设计的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价值。当事件

可能被多数人经历时，则具备了构建一个社群的共同

基础[7]，大华·1935 项目整体业态包含多个方面，购

物娱乐、酒店餐饮、艺术办公、大华博物馆、微剧场

等多种功能，多种形式、多种文化、多元化发展，整

合 旅 游 、 商 业 、 文 创 等 资 源 共 同 发 展 ， 笔 者 对 大

华·1935 项目进行了 SWOT 的各项分析，见表 2。 

SWOT 分析显示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的空间商

业体设计以螺母的造型进行推演，选取正六边形的工

业零件，即“螺母”为设计元素。空间构成上，在展现

历史的同时，需要体现其集体记忆价值。大华作为西

安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承载着老一辈西安人

的回忆，工业符号“螺母”能够引发人们的历史认同感

和文化自豪感，且能够尽量地保留原有场地的工业  

气息。 

正六边形空间特点，空间利用率大，便于组合，

即正六边形具有：“完全填充”和“最具效率”的双重优

势。通过组合分析，不同尺寸的六边形会产生不同的

灰空间，且光线通过形体夹角和缝隙产生的阴影效果

较好。在变化繁多的灰空间形态中，可以寻找到一定

规律，并在各个空间产生效果各异的空间关系，见图

4。大面积六边形组合，通过取出其中部分单体，产

生另一种组合形式。其中，取出部分可以为抬起、下

沉、镂空、交错等形式。它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出

现围合，部分中空，可以进行有序排列，或进行无序

加减。大华·1935 工业元素商业空间推演见图 5，六

边形的组合可以看作是竖向宝塔的形式、平面的树形

样式，多个六边形组合形成参差不齐的模糊空间，对

外界的展示面丰富、主动，且六边形空间可以相互穿

插组成超级多边形，而每个商业店铺都可以作为中

心，形成多中心、均衡丰富的空间格局。 

3.3  环境家具植入 

工业遗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对于城市社会文

化因素的影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园区家具设计定

位是城市群体思想意识及其作用下的社会反映。其中

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决定了园区设计定位和目标。“历

史记忆”也代表着当地居民对于环境的忠诚度，在设

施体验上，居民和游客对于园区环境家具的“文化认

同”与设施体验都会显著影响参与者对于园区的忠诚

度，并且文化认同度会以体验为中介因素来显著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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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华·1935 SWOT 分析 
Tab.2 SWOT analysis of the Dahua 1935 

 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 

定

位 

大 华 纱 厂 在 西 安 工 业 发

展史中有重要地位，厂区

民 国 时 期 车 间 具 有 历 史

价值 

伴 随 着 城 市 经 济 和 建 设

发展，传统产业衰落，大

华纱厂内荒废，厂房闲置

大 华 纱 厂 拥 有 一 个 健 全

的工业博物馆，对城市个

性特质、历史文化、经济

等具有重要意义 

产 业 类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保

护仍然缺乏集体共识，同

时 需 要 尊 重 大 明 宫 遗 址

保护规划 

内

部

因

素 

区

位 

位 于 西 安 明 城 墙 外 东 北

方向，处于北部快速发展

区域内，属于大明宫遗址

保护范围 

属 城 市 建 设 发 展 起 步 较

晚的地段，建筑，环境及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相 对 滞 后

与老化，出现功能性衰退

未 来 规 划 为 旅 游 生 态 与

高档住宅区。处于大明宫

遗 址 保 护 改 造 规 划 中 改

造示范区和景观轴上，依

托于良好的区位条件 

改 造 发 展 需 要 协 调 大 明

宫遗址保护控制因素 

交

通 

公交站点布点、间距基本

合理。太华路为城市主干

道，通达能力强 

外 部 交 通 主 入 口 太 华 路

步行系统连续性差。区域

内路网密度低，内部交通

连贯性差 

大 明 宫 区 域 规 划 将 建 设

互通式立交、地铁四号线

设含元路站 

规 划 路 网 有 可 能 穿 越 厂

区 ， 造 成 对 历 史 建 筑 保

留，改造布局的制约 

建

筑

空

间 

场地内功能分区较明确，

南 侧 传 统 建 筑 区 空 间 丰

富，厂房空间开敞宽广，

再 利 用 的 功 能 调 整 可 适

应性强 

厂区建筑密度大，外部空

间拥堵紧缩。老厂房结构

框架开间小 

改 造 规 划 将 进 行 环 境 整

治，功能整合等措施重塑

厂区建筑空间 

改 造 规 划 时 面 临 原 厂 区

建筑空间布局、空间特性

的限制。 

资

源 

厂 区 内 工 业 场 地 景 观 资

源、建筑景观、人文历史

景 观 资 源 及 工 业 技 术 资

源都有所具备 

绿化较少，人文景观资源

规模小，较分散，历史建

筑没有得到重视和保护 

工 业 博 物 馆 的 定 位 会 使

历 史 性 建 筑 得 到 一 定 保

护和利用，各项资源潜力

可以得到开发 

其 保 护 和 再 利 用 之 间 的

关系需要协调 

景

观

特

色 

民 国 时 期 纺 织 车 间 、 南

苑、二道门、仓库、锅炉

房、花栈区域、机器设备、

管道、标语等人文历史景

观特色 

沿街特色界面不明显，基

地 内 标 志 性 建 筑 物 的 可

达性及视觉可达性较差。

景观可视点少，不成系统

大 明 宫 遗 址 保 护 规 划 区

整 体 绿 化 景 观 系 统 将 得

到规划和提升，工业博物

馆 周 边 将 重 点 保 护 和 开

发工业景观特色 

对 于 特 色 景 观 的 保 护 认

识不够，将景观特色与周

边协调 

外

部

因

素 

风

貌 

新建厂房整体风貌较好，

花栈区也比较完整 

建成年代较早，建筑因闲

置弃用显破旧 

遗 址 区 历 史 建 筑 风 貌 可

以得到保存 

将 整 个 厂 区 工 业 风 貌 保

存 与 周 边 城 市 建 设 特 色

协调 
 

 
 

图 4  大华·1935 工业元素空间推演 
Fig.4 Spatial deduction of Dahua 1935 industrial elements 

 

 
 

图 5  大华·1935 工业元素商业空间推演 
Fig.5 Commercial space deduction of Dahua 1935 industri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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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参与者对于园区的忠诚度。其中家具设施的使用角

度、功能角度、休闲角度对适应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而使用态度、设施设计语言、园区环境满意度对记忆

认同有正向影响。 

在环境家具设计上，首先应该探寻创意家具设计

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点，其次注重方法升级，从关注家

具设计的形态，转向空间设计的介入，而且要解决空

间设计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认知问题[8]。大华·1935 的

环境空间定位基于工业元素的色彩肌理和材质肌理，

利用“线”元素、“螺母”元素继续进行设计语言和家具

功能的匹配设计，如图 1，园区的环境家具设计，是

整个园区的要素集合，从宏观到微观，大到规划、格

局，小到公共服务设施，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

它所传达给游客的视觉信息，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园区

文化及园区精神，同时也是园区的价值意义所在。 

指示牌的设计使用了典型的“点”“线”“面”融合

设计手法，由点状的螺母元素进行阵列形成指示牌的

面，上半部分又采用线与面融合的设计方式，进而形

成了“点”、“线”、“面”的有机统一，各元素相互独立

又相互融合，加以灰色漆的喷涂，更加沉稳大气，给

人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 

高杆灯的设计采用了“线”元素和“螺母”元素的

结合，“螺母”元素的随机组合排列搭配棱角分明的不

锈钢耐厚钢板铸杆，辅以灰色喷漆和米黄色灯箱，呈

现出简洁大方、粗壮有力的形态，传承了旧工业遗产

的基本造型，呼应了园区的整体设计。 

导视台的设计遵循了“由块到面、由面成体”的设

计 手 法 ， 形 态 各 异 的 螺 母 “块 ”元 素 构 成 整 个 螺 母

“面”，由螺母“面”进而构成螺母“体块”，导视台正面

辅以几个“螺母”元素穿插其中，形成完整的导视台，

给人以雄浑的力量感，也符合大工业厂区给人的力量

感。在导视台、指示牌设计上，通过螺母元素从下向

上重复、渐变减少的效果，强调环境家具“扎根”在园

区中，“扎根”在居民心中。 

地灯的设计采用了“以小见大”的设计手法。利用

“螺母”元素的无规则排列组合附着在光滑的灯箱表

面，面面俱到却又面面相异，通过光源在夜晚对周边

环境形成螺母投影映射在环境中，将投影“印”在环境

里，不同的面营造出不用的灯光效果，夜景之下诚然

有趣。在规则又充满力量感的厂区展现出一种轻松活

泼的设计感受。 

心理学视角下将城市形态，城市设计的场所记忆

因子分类为体化要素、场景化要素、符号化要素 3   

类[9]，这 3 类都是在于“硬质”物质环境设计的“主战

场”外对人文要素的独特关注，更加强调人的行为活

动和心理需要。地灯、高杆灯、指示牌、导视台的形

态设计选择简洁的“线”元素和“点”元素，配合不锈钢

喷灰漆的色彩，凸显了园区的工业特征，“螺母”元素

通过渐变、消失的设计手法与园区家具形态进行匹

配，结合螺母元素的复制、组合、错位等手段形成灯

具和指示牌的典型化的形态设计，见图 6。 
 

 
 

图 6  工业元素的环境家具设计 
Fig.6 Environmental furniture design for industrial elements 

 

园区公共空间是构成人们心目中园区意象的重

要来源，因此园区环境家具设计除了功能的考虑外，

更应该在当地空间植入地域人文特征，使园区开放空

间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案的景观家具设计

就是基于集体记忆视角，从环境行为、集体心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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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凝练典型化的园区工业元素，达到对园区青年体验

者的“记忆构建”和周边居民的“集体记忆重构”。 

4  结语 

本案中，点、线、面的视觉处理手段，结合工业

元素代表图形的解组重构，多种处理手法使得功能与

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在满足功能性的同时，给人以

最佳的视觉感受，同时，也将园区的工业精神充分表

现出来，增强园区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作为健全的社会，健全的文化，在分享时代进步

的成果同时，应该提供应对繁复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突

破所需的性格缓冲区和“族群”培植带[10]，集体记忆研

究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引导工业遗产集体记忆中的独

有价值能够被凝练、创意设计及利用。经过创意设计

后的工业元素能够引导、匹配工业遗产型创意园空间

定位和家具的典型化创意设计，引导青年参观者在园

区的游览中构建记忆，满足当地居民感怀当初的亲身

经历，引导园区文化创意园区依靠独有工业遗存建立

自身独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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