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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宝塔山窑洞景观提升策略探索

郭贝贝*

西安美术学院，西安� 710065

摘� 要：宝塔山是红色圣地延安的标志，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程，在人民心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宝塔山的

生态环境由于近年来受到了当地居民无节制的破坏，从而急待于对山体窑洞景观进行保护修复。经过初步修复后的环

境得到大幅度提升，但距离红色旅游基地的高标准与生态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本文的研究以延安地区留存的窑洞民

居为基点，运用统计法、测绘法针对延安市宝塔山窑洞民居及景观风貌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出一套能够

提升宝塔山整体形象的具体措施��恢复宝塔山应有的历史面貌，美化山体窑洞景观，让宝塔山景区提升为一个形象鲜

明、功能健全的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景区，为延安城市风貌的提升发挥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文章的思

想创新点在于一是可以对陕北地区山体窑洞聚落和景观风貌的开发和再利用方法做出补充；二是将宝塔山窑洞景观作

为承载延安地区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生态窑洞博物馆，提供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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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延安是一座神圣且令人敬仰的城市，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困境走向蓬勃发展的今天，都得益于这片黄土高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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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息的滋养，他更是黄土文明的摇篮，它孕育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映射着祖祖辈辈黄土人民的独特感情。����年

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伟大的无产革命家们在延安经过了十三个春秋的艰苦奋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

得了的伟大胜利，由此诞生了红色政权，培育了延安精神。也因此，延安成为我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与延安精神的

教育基地���。

延安地区位于黄河中游地带，关中平原北麓，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平均海拔����米，是陕北地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宝塔山坐落于延安城市东南方，为周围群山之首，宝塔山雄浑巍峨，树木茂盛，山脉连绵起伏，环境宜人，

他不仅是融自然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文物、革命旧址为一体的著名风景区，更是延安的城市地标，鉴证了中国近代

革命的发展史���。宝塔山的生态环境由于近年来受到了当地居民无节制的破坏，从而急待于对山体生态环境进行保护

性修复（见图�）。在习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和“大力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精神纲

领下，宝塔山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逐步开始对山上环境进行治理，在历经四年的保护修建后，才使

宝塔山丢失的生态风貌逐渐恢复（如图�所示）。

图1�拆迁前的宝塔山

图2�拆迁中的宝塔山

山体景观风貌经过大刀阔斧的整治后已经初具规模，山上的主体窑院景观层次丰富、错落有致，基本达到改造前的

预期效果（见图�）。但是每个院落细部效果还不够完善，院落集合分布较为散乱，缺乏有序的组织与串连。要达到红

色旅游基地的高标准与生态化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尤其考虑到山体景观后期的良性运转，在构建了初步设施与地域文化

的基础上，怎样注入符合时代要求的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等意识形态，让宝塔山景区提升为一个形象鲜明、功能健全的

历史文化与红色文化景点，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提升宝塔山整体环境风貌的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图3� 提升后的宝塔山全景

二、宝塔山上整体环境风貌所存在的问题

在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后，对宝塔山上整体环境风貌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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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体景观游线曲折蜿蜒

窑院依山修建位置不集中，呈现点式分布，环境缺乏主题性串连与梳理，没有形成整体感。（如图�所示）

图4� 宝塔山游线总平面图

（二）窑院空间功能定位模糊

由于没有规划各个空间的用途，致使室内外空间布置与装饰形象不明确，环境的参与性和体验性较弱，因此整体

环境品质有待提升。

尤其经过修复后，增加了院落围墙、门檐、铺装等基础设施，经过前期对窑洞主体结构的加固，让原本残破的窑

院得到了有实质性保护，窑脸均由统一的沙岩石块按照本土建造工艺进行了美化加固，因此整体效果与山体环境背景

较为统一（见图�）。目前窑院景观面貌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从发展红色旅游业态的要求来衡量，整体环境的细部设

施还不够完善，尤其院落内部的人性化设施还有待于提升，如环境中的家具、绿化、照明、装饰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深

化设计，真正让游客能够主动的走进院子并形成行为与心理上的互动，增强参与度与体验度，才能符合一院一品的要

求（见图�）。宝塔山窑洞景观由于受到延安独特地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影响，有着鲜明的主题性，但目前并没有对

此进行合理地组织与策划，没有形成生动的观游线路，窑院在功能上也没有明确定位，难以使元素之间达成联系并形

成较强的主题性。

�
图5� 窑洞立面景观

图6� 宝塔山院落内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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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窑洞内部没有合理规划与利用，室内外空间没有形成交互式联系

宝塔山窑洞形态主要以靠崖接口窑和少量的石锢窑为主，在经过整体修复后，这些窑洞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装饰上

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已经恢复了原初质朴的窑洞面貌，窑洞内部各个界面经过整修后提升了空间的亲和力，也具备了

空间转型的包容性，但是目前大多数窑洞还处于闲置的状态，没有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如何让它们发挥自身优势与山

体规划形成内外呼应的合力作用，为宝塔山景区的旅游业态发挥出应有的效果，是应该思考的问题。���结合目前山体

环境状态，应该依据环境主题划分出不同的景观区块，为每个区块定义出主题功能，这样不仅可以明确窑洞内部空间

的使用方向，也能提升院落的环境品质，推动宝塔山整体环境的发展（见图�、图�）。

（四）宝塔山作为延安的文化景区，有着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属性

其景观环境应注重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主题的植入。

图7�宝塔山道路景观

图8�宝塔山院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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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应增加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主题性景观节点，强化宝塔山独特的基因特质，

将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形象运用在景观中增加参与性和体验性。这些景观体验区不仅可以提升主游线的环境品质、缓

解观游压力，更能让游客在观游中获得当地红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

三、对宝塔山整体环境风貌提出的提升策略

针对宝塔山整体环境风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为了让宝塔山景区在环境品质上能体现更高的参与性与审美性，

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现提出了以下几点提升策略。

（一）增加观游路线上景观节点和人性化细节设施，使整体环境品质锦上添花

为了让宝塔山的旅游环境更加美观与系统化，依据每个分区的主题要求增设若干景观节点设计，如红色革命主题

区块可根据时间顺序整理出若干典型革命事件，将每一个故事转化为景观语言植入空间路线中，如眺望角、休闲区

等，提供临时休息的环境，在景观节点中设计有地景雕刻、文化景墙、原创家具等符合主题色彩的环境设施。完善形

象导视系统，是塑造文化与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宝塔山文化景区中建立起形象导视系统，不仅可以引导游客保持观游

秩序，还可以提示环境的主题划分，用自身特有的艺术美感来提升各个环境的形象细节，使宝塔山整体环境品质更上

一个台阶。

（二）植入公共艺术在景观和院落中，提升文化景区的时代美感

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当代文化形态，推动着城市形象的发展，也是地域环境迈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体现着公众对

城市发展的思考。宝塔山形象作为延安的城市名片，自身环境形象与精神象征早已深得当地人民的认同，也是引以为

傲的城市名片，对于一个成熟的红色文化景区，适度的植入公共艺术设计不仅是山体形象的需要，也是延安人民的精

神召唤���。

（三）丰富观游路线和院落微环境的照明设计，提升山体夜间的视觉引导与标识性

景观照明是美化现代城市的必要手段，其应用手法极为广泛，可以大到山体，小到每一处细节，为现代环境提供

必要的视觉引导与标识，它所带来的内在和外在形式美感所唤起人们的审美认知。目前宝塔山山体照明已经初具规

模，为延安城市提供了绚丽多彩的照明效果，但是山上窑洞院落与景观节点的细节照明还不够完善，这不仅达不到环

境的品质要求，更限定了游客的观游时间。增加微环境的照明设施可以更加突出文化景观的主体性与层次性，也为夜

间景区的环境体验提供了参与的多样性���。

（四）营造具有更高审美性和参与性的院落环境，打造“微景观”提升体验性

在已有环境基础上，依据主题分区在院落中增加微型景观设计，让游客感受更多人性化的细节，因地制宜地布置

好院落与地形高差的空间关系，使院落环境达到一院一品的要求。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目前宝塔山整体风貌的基础上，只有充分融入能体现地域文化与红色精神的景观细节设计，才能在

环境品质上体现更高的审美要求，这样不仅更利于文化景区的社会宣传与运营管理，实现经济创收，为当地居民造

福，更能满足人们对于历史文化景观的精神憧憬，增强人们的历史认知感和民族自豪感。因此，宝塔山原生态风貌提

升策略研究对完善红色文化景区的整体环境面貌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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