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绿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大面积绿植、天然氧吧成为四环一道风景，龙形水系在俯瞰图上优美蜿蜒……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提速，尤其

“十二五”以来，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给建筑业包括绿色生态规划带来了重大机遇。

不过，普通人身处优美的环境中却并不知道景观设计是怎么一回事。近日，记者采访了中社科城乡设计规划院的景观设计师卢轩，她担任一线

“城市美化师”工作期间，也正是国内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蓬勃发展的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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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点城市是个艺术活儿

□□ 本报记者 郑洁

景观设计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景观设计师的日常工作，不

只是做绿植配置、做园艺，而是跟城市

规划息息相关。”卢轩说，现在奋战在

城市规划领域的各类人才其实都是

Landscape Arch itecture（简称 LA）这

个国际专业中走出来的。这个名词被

国内一些老先生翻译成风景园林，也有

翻译成造园术、园林建筑学、造景建筑

业、环境艺术的，台湾叫地景或园境。

从名字可见是一个城市或区域规划中

的重要部分。

2002年时，卢轩一位老师去北大新

成立景观学院，在群雄割据时北大破旧

立新，以“景观设计”的专业名称得到行

业认可。目前各类院校景观专业的知

识结构有不同侧重——如北京林业大

学是最早开辟园林专业的；2003年左右

清华大学也开了景观建筑学院，但建筑

设计为强，人文地理和园林生态、植物

学等要比北京林业大学弱些。

“北京林业大学的课程是很综合

的，既有偏艺术学的，偏植物栽培方向

的，也有偏建筑、园林设计的，甚至还

有偏土壤学、气象学、矿物学的。”卢轩

表示，老师说“入行十五年才能略窥门

径”，她也是在工作之后才逐渐认识

到，景观设计、景观生态对于城市和人

们生活的重要性。毕业那时没有景观

生态方面的概念和科学规划，邬建国

的《景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尺度

与等级》是这方面的权威学术。卢轩

解释，普通人身处其中可能只能感受

满眼绿意、水道瀑布，但卫星图看地球

显示的是不同色彩的斑块，俯瞰一个

地区的生态就像看一块不同图案的拼

布，大的叫斑块，小的叫缀块，沟通缀

块的叫廊道。所谓生态好，就是指不

同群落都能自得其乐，能互相穿插。

景观设计的舞台不止在苏州文人

园林那一部分，它将广泛影响城市和

人们生活的面貌，这些也是行业逐渐

认识到的。就像卢轩在第一个工作单

位时，虽然她画图既要画宏观的，也要

画微观的，但圈子里流行“鄙视链”，就

是互相打架，景观设计是西学概念，园

林则是“老古董”，行业认为园林学的

主要就是植物学。随着建筑设计在城

市化进程中越来越丰富，需要人文、绿

化等多重元素配置，于是对植物设计

师也产生需求，但很多同行并不认为

植物设计师有方案能力。

卫星图上的绿色带

2002 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招标

时，中标的有多家建筑设计单位，毕了

业的卢轩，在 2003 年至 2006 年间跟随

中国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参与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景观设计。该公

园的整体规划是要处于城市中轴线

上，北京的中轴线在中国古代确立，代

表皇权、天地正统。在公园的二标段

核心绿植规划中，她做了四级分区，养

护精度各不一样，配置不一样的绿植

品种，比如山上就选野生品种二月兰

等。大处设计则包括打破原有林业斑

块，做成缀块，重新掏林框，布上林间

碎路等的更新工作。

月坛则是北京偏文化气息浓厚一

点的公园。月坛之前被割据，呈现碎

片化，在设计立项后首先要进行整顿

清理，先开始这项工作的是北园。北

园规划做了两年，光种植部分就画了

七八遍施工图。北园更讲究传统，一

切都要照着规制来。地上铺装都要去

先农坛、天坛等地挨个量，查比例关

系，神道该多宽、旁边的路又该多宽，

建筑学上称为模术。她们跑去文津阁

复印古籍回来一页一页翻，也查了好

多月饼、窗花、剪纸、瓦当素材，寻找图

样的创意来源，追求“疏处可走马、密

处不容针”的规划创意，也讲究绘画中

的留白效果。

那时候她也跟北京古建研究院合作

过，做北京市的“公园环”。卢轩操刀的

郊野公园环是从生态格局着眼的——城

市规模这么大，要有相应的绿化来匹配，

它就像城市的第二道隔离带一样，位于

四环到五环一带，从卫星图上能明显看

出绿色带。

卢轩也参与过城区的高端楼盘设

计，像位于东四环的东山墅还得了当

年的民居奖。虽然她之前已经做了小

到小区、后院，大到风景区、园区、城市

绿化带等的规划，但一段时间后她又

被拽回园林世界了，她并不想被定位

为一名植物设计师，更想综合尝试建

筑和园林规划。

景观设计需要打破“鄙视链”

此后，卢轩的景观设计更多涉及

了规划工作。2007 年，她担任 ZAP 工

作室承接的云南罗平县群众文化公园

的景观设计。罗平县位于三省交界

处，有壮观的大地景观——10 万亩油

菜花。当地一开始规划了 40公顷做中

央公园，约 40万平方米的惊人面积，这

种体量的“绿肺”对好山好水的小县城

来说太过浪费了，养护成本也大。她

们劈出其中一块，建议对方做招待游

客的民宿。在设计中，她们力求反映

当地的自然山水、花草树木、山石土

木、风土人情，缩移模拟了当地的自然

风光，将当地的材料和工艺完全融入

设计。公园的基本手法是向自然致

敬，但用园林的方式复建——引入当

地名胜九龙瀑布元素，分了十级水面，

形成一道链式瀑布景观，也呈现了当

地原有景观“一幕十滩”，引入当地多

元民族的文化元素，塑造油菜花海微

缩景观。

2013 年，卢轩所在的公司参与投

标了山东滨州地区 45公顷的徐福纪念

公园，但以综合评分第二惜败。“甲方

以水面积太大否决了。但那个设计其

实不是水面积，而是低洼湿地。当时

跟甲方讲‘自然水体涨落就像会呼吸

的海绵体’，可以调蓄城市雨洪，但还

是没有被采纳。”卢轩说，45 公顷面积

非常大，她们安排了 3 个人查史料，查

姓氏族谱、地图变迁，查民俗、节事活

动、诗词歌赋、图像影像作品中的徐

福。设计里面已经包含了城市规划的

理念，比如徐福纪念主题应做得更有

包围感一点，文化内容要丰满；比如城

市这么一大块绿地，应从交通、绿地与

城市的界面关系、局地生态等方面去

做责任考量；她们也预留了经营地块

可以再修订规划让它更合理地存在，

将来还可以形成公共空间综合体。虽

然没中标，但她仍自信这是当时 10 多

家竞标方案里是最适合对方的提案。

等到卢轩进入地产这个大圈子后，

发现园林的话语权比较小，通常就是

“留一点小空地，让你去画上植物”，跟

她印象里的大地景观理念不一样。她

也曾以独立设计师身份跟建筑设计院

合作，对方也只把她当打杂的。后来她

发现中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有关

城市规划方面的，通常规划一笔下去地

上一排树就没了。这种事情在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就发生好多次，现场踏堪时

她们发现哪儿有棵古树、哪里地貌跟规

划图中不符，就再去反映和沟通。做了

城市规划后，她又发现前面还有一环权

力更大——土地利用规划，可以直接决

定土地属性为建设用地还是绿化用地。

“ 在 十 几 年 前 ，业 内 还 在 争 议

Landscape Arch itecture 究竟要翻译

成什么才适当，其实 LA 从来都不是种

树铺草这么简单，何况，种树铺草也不

那么简单。”卢轩认为，在中国的大城

市越来越讲究生态、乡村争走城镇化

道路的当下，注重景观设计、生态营造

尤其重要，而在城市规划中，关于各环

节的话语权、不同专业间的协同合作

等，也有待进一步“破冰”。

□□ 本报记者 裴秋菊

在河南省济源市的西北方，有一个

叫郑坪的村庄，在上世纪 70年代超乎当

地人的想象——山峦沟壑间藏着一家

生产兵器的保密兵工厂 531，通讯称呼

为“七号信箱”。1969年，十万大军进驻

这里，开始了热火朝天的三线建设。在

艰苦的环境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

们建成了这里全部的基础设施——厂

房、学校、医院、邮局、澡堂、冰糕厂、电

影院、歌舞厅……

时光荏苒，曾汇聚着全国精英的

531如今已成为历史，这些建筑也渐渐

被人们遗忘，或破落或变作他用。随

着文化旅游的兴起，被历史遗忘角落

却焕发了新生机。为弘扬当年的三线

精神、重塑老兵工厂的新价值，济源市

文旅集团在这些 531 建筑群的基础上

建设了老兵工酒店，让当年的三线建

设者在这里回忆自己的那些年。曾经

的 531 兵工厂华丽转身成“那些年·小

镇”新模样。

曾经保密的军工厂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备战、备荒、为

人民”这句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与之匹配

的还有“好人好马上三线”“深挖洞、广积

粮”等口号。在那股发端于1964年、延续

至1980年的三线建设洪流中，济源市境内

投建了1个规模宏大的国防工程——531

兵工厂，拥有13个分指挥部的531工程，东

西跨度近100公里，南北跨度近50公里，横

跨济源、孟州、洛阳吉利区三地。

当时来自北京、上海、重庆、辽宁、

内蒙古、山西等四面八方的参建人员多

达 10 万人。三线建设者们以“愚公精

神”，肩扛手抬，用辛勤和汗水在短时间

内将 531建成了村庄里的都市、兵工战

线的城邦。当时辉煌的 531，雄伟的东

方红渡槽，堪比红旗渠。

然而，因国际形势的变化 531工程

半途而废，仅剩一分部和四分部能正常

生产，其余分部均人马撤离，空余大量

建筑。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变革，

531 兵工厂经过一路的坎坷和沧桑，逐

渐走向衰败。当年的三线人和他们的

子弟们大多出山另闯，徒留日渐苍凉的

迟暮老人和破败厂房。

随着时代的变迁，531 兵工厂迎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2016 年初，按照济

源市发展全域旅游的战略方针，济源市

文旅集团以“那些年·小镇”为主题，重

点实施“济源市思礼镇卢仝文化休闲产

业基础设施项目”，以原 531 遗留的建

筑群为基础进行改造重建，在保护原有

建筑外观风貌的前提下，进行修整改

造，重新利用，赋予它新的功能。

2016年 8月，那些年·小镇的第一个

单体项目——老兵工酒店全面开工，利

用原二、三分部遗留下的澡堂区域的单

体建筑原址进行改造。老兵工酒店的首

席设计师宋微建表示，酒店的建筑理念

是“要尽量保存历史的遗迹”，尊重原有

建筑，保留原有墙体，显示建筑年龄，突

出兵工元素，融合现代艺术和历史记忆。

山窝里的凤凰涅槃重生

经过近一年的建设和改造，曾经最

破的厂房，摇身一变成为老兵工酒店，

犹如涅槃的凤凰。

三线建设时期的锅炉房，曾经承担

着 7号信箱全部的供水、供热和洗浴，如

今被改造成了酒店主体建筑——酒店

的大堂。这里还是原来的红砖墙，还是

之前的水泥梁，加上一些错落有致的老

物件等，让老兵工元素多了些许的温

馨，满满都是那些年的味道。

大堂的南边，3 栋方盒子建筑是茶

室和咖啡厅，高低错落，由廊道连接，各

具特色。外墙尽量打开，休闲小憩的同

时，通透的大窗将山景尽收眼底。

曾经为三线人提供忙里偷闲时零嘴

的冰糕厂，如今成为老兵工酒店的美食圣

地——餐厅。餐厅分为两个部分，主餐厅

区和老灶台特色餐厅。包厢里保留了原

始墙面，2. 5米高的吊灯晶莹剔透，与雄浑

的厂房墙面形成强烈的对比，历史与现

代、沉稳与跃动在此碰撞交融。橘黄色的

灯光由内而外散射出来，那个年代热火朝

天的生产建设，有了现代的表达。散座

区，具有时代气息的墙壁配上子弹箱隔断

了走廊和就餐区。墙上，兵工厂的老照片

向人们诉说着记忆。

老灶台餐厅的墙面，将建筑外立面

的处理手法引入室内，修整的痕迹停滞

在墙面上，白色与斑驳在一起，有着特

有的趣味与味道。

当三线记忆遇上花瓣澡，兵工与时尚

便不期而遇；当兵工元素注入现代软装，

一种家的舒适便应运而生……上世纪特

有的供销社变成了老兵工酒店的客房。

客房墙面以白墙配上实木饰面，地

面则是用回收的老木地板，享受现代化

设施的同时不忘增加岁月的积淀。陈

设部分以原木配黑色金属、黄铜等极具

工业风的材料为主，细节处彰显舒适的

品质和酒店的文化内涵。

承载三线人的一代记忆

宋微建介绍，老兵工酒店一期西面

靠山，东、南面临河，总用地面积 9423平

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2023平方米。在设

计中，将建筑空间重新分割整理，在原

有的 4栋建筑之间，新建了 2栋建筑，并

把一个过去藏军械的山洞也纳入其中。

改造后的老兵工酒店由 6 栋建筑

及一个山洞组成，设有大堂、客房、餐

厅、茶室、小型会议、酒吧等功能。其

中，藏军械的山洞改造成名为“库吧”的

特色酒吧。建筑与建筑之间利用廊道

连接，廊道的曲折迂回，既整合了空间，

又丰富了空间层次。

大堂入口，整面的弹药箱筑成的墙

体，接待台的枪台灯，地上的迷彩地毯，

老文件柜，老式壁挂电话机，军绿铁皮

箱，齿轮仪表标牌，火红年代的记忆娓

娓道来。而铁链组成的黑色屏风、造型

简洁的水泥吧台、金属线条的吧台凳，

以低调的姿态将现代、历史、人融合。

大堂吧墙上的工业矿灯，裸露的电

源走线，简洁利索的金属吧台，无不表

达着历史时代背景。原木长桌、曲线吊

灯，则让冰冷的工业感调和出了自然、

灵动的味道。

“有山皆是园，无水不成景”，有了

水，就有了愉悦与放松。将水景引入老

兵工酒店的院落，刚硬的军工厂房就有

了灵气。或河或塘，蜿蜒曲折，穿梭于

建筑之间，间有小桥连接。看似无意，

实则有意地将庭院分隔整合，景观的层

次变得丰富。移步换景，人在其间赏游

有着更多的体验可能，在缺水的北方城

市，更显珍贵。

老兵工酒店的室内设计，突破传统

的以空间为主角的方式，而以历史记忆

为线索，带动整个空间。承载历史的老

物件，舒适的酒店设施，这里既是酒店

也是博物馆。

济源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那些

年·小镇”镇长智延广表示，自 2015年集

团决定对原 531遗留建筑群进行再利用

后，许多三线人或他们的后代纷纷回到

这里，讲述三线建设的故事、回忆儿时的

经历，关注着这里的每一点变化，希望

“那些年·小镇”成为三线人心灵的寄托，

为三线人提供一处精神家园、心灵共鸣

之地。

据了解，未来，“那些年·小镇”还将

改造建设老兵工酒店二期，以及酒店式

公寓和民宿，满足更多的住宿需求。同

时，还将在其他建筑基础上建设一条能

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商业街区。

531老兵工厂的华丽转身

曾经破败的兵工厂变成了老兵工酒店

卢轩曾参与的部分景观设计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