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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与城市形象提升

雷 阳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如何与城市形象提升相互作用，通过分析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原

则、要素及其对城市文化、空间结构、旅游吸引力等方面的影响，提出博物馆作为城市文化地标在提升城市形象中的

策略与建议。研究强调，博物馆不仅是文化展示的空间，更是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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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博物馆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其外部形象设计直接

关系到城市的文化展示与国际形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博物馆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成为连接

历史与未来、本土与国际的桥梁。本文将从博物馆建筑

的外部形象设计出发，探讨其如何通过设计语言、空间

布局、材料选择等方面促进城市形象的整体提升。

1 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设计的原则与要素

1.1  设计原则
1.1.1  文化性
博物馆作为城市的文化地标，其外部形象设计首先

需体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这要求设计师深入研究当地

的历史、民俗、艺术等，从中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元素，并将其巧妙地融入到建筑设计中[1]。通过建筑形

态、装饰细节、色彩运用等方式，使博物馆成为展示城

市历史文化的生动窗口，与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相承，

增强城市的文化认同感。

1.1.2  时代性
在尊重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博物馆的外部形象设计还

应体现时代性，即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这包括

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结构技术、节能技术等，使博物馆

在保持文化韵味的同时，展现出城市的现代化风貌和发展

活力。通过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博物馆可以成为连接历史

与未来的桥梁，展现城市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1.1.3  和谐性
博物馆的外部形象设计还需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

性。这要求设计师在选址、布局、形态等方面进行深入

分析，确保博物馆与周围的城市景观、自然环境等相协

调，不会造成视觉上的突兀或冲突。通过巧妙的景观设

计、绿化配置等手段，使博物馆成为城市景观的有机组

成部分，提升城市的整体美感。

1.1.4  可持续性

在当今社会，环保与节能已成为建筑设计的重要趋

势。博物馆的外部形象设计也应体现这一理念，通过采

用环保材料、节能技术、雨水回收系统等措施，降低建

筑的能耗和碳排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助

于保护城市环境，还能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形象和公众认

可度。

1.2  博物馆建筑设计要素
1.2.1  形态与比例
博物馆建筑的形态设计是展现其文化韵味与时代特

色的关键。在形态构思上，设计师需综合考虑建筑的功

能需求、场地条件及城市环境，通过几何形态的创新组

合，塑造出既具辨识度又和谐融入城市天际线的建筑轮

廓。比例则关乎建筑的均衡与稳定，设计师需精确计算

各部分的尺寸关系，确保建筑在视觉上达到和谐统一。

例如，采用黄金分割比或经典的比例关系，使建筑的高

度、宽度、进深等要素相互协调，呈现出优雅而稳定的

姿态。此外，形态与比例的设计还需考虑博物馆的功能

布局和流线组织，确保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的有机结

合，实现形式与功能的完美统一。在具体实施中，可能

涉及复杂的建筑建模与仿真分析，以确保设计方案的可

行性和科学性。

1.2.2  材料与色彩
在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中，材料与色彩的选

择至关重要，它们直接影响建筑的视觉效果和文化表

达。材料的选择需考虑地域性、耐久性、环保性以及维

护成本。例如，采用当地特有的石材或木材，可以凸显

博物馆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使用耐腐蚀、耐候性强的材

料，则能确保建筑在长期使用中保持良好的外观。色彩

作为视觉的第一语言，其选择需与博物馆的主题、地域

文化以及城市色彩规划相协调。可以通过色彩的心理效

应来传达博物馆的文化氛围和情感倾向，如使用暖色调

来营造温馨、亲切的氛围，或使用冷色调来展现庄重、



工程施工与管理·2024� 第2卷�第11期

65

肃穆的气质[2]。同时，色彩的搭配也需考虑建筑的光影

效果，通过色彩的明暗对比和冷暖对比，增强建筑的立体

感和层次感。在具体设计中，设计师需对材料与色彩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实验，确保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符合预

期，并能与博物馆的整体设计理念和城市环境相和谐。

1.2.3  光影效果
光影效果在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增强建筑的视觉冲击力，还

能营造出独特的氛围和情感体验。为了实现理想的光影

效果，设计师需要深入研究光线的传播规律，考虑不同

时间段和季节的光照变化，以及建筑周边的环境光影。

在设计中，可以采用多种手法来利用和控制光影，如设

置透光性强的玻璃幕墙，让自然光充分渗透，形成明亮

而通透的室内空间；或者利用遮阳构件和光影导向装

置，引导光线在建筑表面形成有趣的光影图案，增添建

筑的动态感和趣味性。同时，人工照明也是实现光影效

果的重要手段。通过精心设计的照明系统，可以在夜晚

或光线不足的情况下，突出建筑的形态和细节，营造出

神秘而迷人的氛围。照明灯具的选择和布置也需要考虑

光影的均匀性和层次感，以确保整体光影效果的和谐与

统一。

1.2.4  标识性与导向性
博物馆建筑的标识性与导向性是其外部形象设计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游客的参观体验和城市的交通

流畅度。为了实现明确的入口设计，设计师需要在建筑形

态、色彩、材料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确保入口区域在视

觉上具有鲜明的辨识度和吸引力。具体来说，可以通过设

置独特的造型元素、使用醒目的色彩对比、采用易于识别

的标识系统等方式来突出入口区域。同时，入口设计还需

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确保其在城市景观中的和谐融

入。在导向性方面，设计师需要设置清晰、连贯的导向标

识系统，包括指示牌、地面标识、电子导航等，为游客提

供便捷、准确的导向服务。导向标识的设计应简洁明了，

易于理解，同时考虑国际化和无障碍设计的需求，以满足

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通过精心的标识性与导向性设计，

可以使博物馆建筑成为城市中的标志性节点，提升城市的

整体形象和文化内涵。

2 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设计对城市形象的影响

2.1  强化城市文化标识
博物馆作为城市的文化地标，其独特的外部形象设

计能够显著强化城市的文化身份。通过巧妙融合地域文

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博物馆建筑不仅成为展示城市

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还彰显了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魅力[3]。这种独特的设计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还增强了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一步塑

造了城市独特的文化形象。

2.2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对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重

要影响。合理的空间布局与景观设计能够将博物馆融入

城市的整体空间规划中，形成有序、和谐的城市空间结

构。通过精心设计的公共空间、绿化区域和步行道路，

博物馆不仅提升了周边环境的品质，还增强了公共空间

的可达性与吸引力。这种优化不仅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生

活质量，还吸引了更多游客和投资者，促进了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

2.3  促进旅游业发展
具有特色的博物馆建筑往往成为城市的旅游热点，

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博物馆的外部形象设计

通过独特的形态、色彩和光影效果，为游客提供了视觉

上的享受和心灵上的震撼，成为他们旅行中的重要记忆

点。这种吸引力不仅带动了博物馆本身的客流量，还促

进了周边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城市

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同时，博物馆作为城市的文化

名片，也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4  增强社区凝聚力
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其外部形象设计对社区的文

化交流和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举办各

类文化展览、教育活动和社区聚会，博物馆成为居民共

享文化、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

了居民的精神生活，还增强了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同时，博物馆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其独特的

设计也提升了社区的整体形象和价值，进一步增强了社

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 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设计策略与建议

3.1  深化文化挖掘与表达
博物馆建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外部形象

设计应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通过建筑设计创新性地

展现城市故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师需要首先对

当地的历史、文化、艺术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

炼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和符号。这些元素和符号可

以包括历史建筑、传统图案、民俗活动、地方材料等，

它们都是展现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素材。在深入挖掘文

化的基础上，设计师需要运用创新的建筑设计手法，将

这些文化元素和符号巧妙地融入到博物馆的外部形象

中。这可以通过建筑形态的创新、装饰细节的设计、色

彩与材料的搭配等多种方式来实现。例如，可以采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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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有的建筑形式或构造技术，使博物馆在形态上与地

域文化相呼应；也可以在建筑的装饰细节中融入传统图

案或符号，以表达文化的内涵和寓意。同时，博物馆的

外部形象设计还需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设计师

需要将博物馆视为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通过合理的

布局和景观设计，使博物馆与周边环境形成和谐的整

体。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博物馆的文化表达力，还能提升

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品质。

3.2  强化与城市的对话
博物馆建筑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外部形象

设计需确保与城市整体规划相协调，成为城市叙事的一

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深

入研究城市的历史文脉、空间结构以及未来发展规划，

确保博物馆的设计能够与城市的文化背景、建筑风格以

及公共空间系统形成有机的联系。在具体设计中，博物

馆的形态、色彩、材料等元素应与城市的整体风貌相呼

应，避免突兀或格格不入的感觉。例如，如果城市以传

统建筑为主，那么博物馆的设计可以借鉴传统建筑的元

素和比例，使其与周边环境形成和谐的对话。同时，博

物馆的外部空间设计也应考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衔接，

如设置广场、步道等，以便市民和游客能够顺畅地从城

市空间过渡到博物馆空间[4]。此外，博物馆的设计还应

考虑城市的功能需求。例如，它可以作为城市的文化中

心，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展览；也可以作为城市的历史

记忆库，收藏和展示与城市历史相关的文物和艺术品。

通过这些功能的设置，博物馆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

活之中，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强化与城市的对

话是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设计的重要策略。通过确保与

城市整体规划的协调性和成为城市叙事的一部分，博物

馆不仅能够彰显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还能为城市的文化

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3  提升公众参与度
在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的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公

众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有助于确保设计方案更加

贴近民众需求，还能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民众共有的文

化资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计师需要采取一系列策

略来提升公众的参与度。首先，可以通过举办设计研讨

会、公开讲座或展览等形式，向公众普及博物馆设计的

相关知识，并邀请他们参与讨论和提出建议。这样可以

使公众更加了解设计过程，并对最终的设计方案产生认

同感。其次，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调查或社区会议

等渠道，广泛收集公众对于博物馆设计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可以涉及建筑的形态、色彩、材料等方面，也

可以是关于博物馆功能布局和公共空间设置的建议。通

过认真分析这些意见，设计师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公众

的需求和期望，从而在设计中予以体现。最后，在设计

过程中，还可以邀请公众参与一些具体的设计活动，如

设计竞赛、创意工作坊等。通过这些活动，公众可以直

接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为博物馆的设计贡献自己的创

意和想法。提升公众参与度是博物馆建筑外部形象设计

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充分考虑公众意见，不仅可以使设

计方案更加贴近民众需求，还能增强公众对博物馆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民众共有的文化资产。

结语

博物馆建筑的外部形象设计是城市形象提升的关键

一环。通过遵循设计原则，巧妙运用设计要素，博物馆

不仅能够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还能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强社区凝聚力。未来，博物馆

设计应更加注重与城市的深度融合，推动城市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共同塑造更加鲜明、独特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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