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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在站房建筑设计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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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运站属于公共交通建筑，站房的形象是城市和地区的门户。在站房建筑设计中运用当地文化特色，可以丰富当前的

交通建筑设计。与当地的气候环境，宗教文化、社会风俗和其他环境因素紧密相连，实现艺术与技术，创新与传统的结合，

打造站房文化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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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ssenger station is a public transport building and the image of the station building is the gateway of the city and the 

region.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ation building design can enrich the current traffic architectural design.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loc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religious culture, social custom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it realizes the 

combina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and creates a new era of stati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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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代表一个地区的神态，体现一个城市的肌理。当今全球一体化在不断加速，中国的铁路建设技术、站房设计

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和更新。火车站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文明的外化和成果的展示。近年来，站房造型设计也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站房的建筑设计理念可以充分展示地理风貌和地方文化的特征。多个地方的车站建筑的建筑风格通

常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中心和核心。因此，本文希望着眼于现代站房的文化特色，分析站房建筑设计的实际应用，

充分融合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树立新的铁路服务形象。 

1 铁路建设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的续蓬勃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进程的不懈推进，铁路运输已进入大规模充分利用设立建设

的新时代。站房是值得注意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通往城市的门户。站房的形象本应是城市文化的特征。在当今经济发

展全球一体化今天。同时，文化主体多元化的维护也引起了不可避免的难题。作为全球各地地域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

组成部分，重视注意力是车站本身创造作品的多重要求，具备地理区域特色。 

2 地域文化的表达 

地域文化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建筑物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提炼和遵循当地的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

在站房建筑设计的评价体系种，是否充分结合与利用地文化特色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地域文化的表达主要功能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突出的建筑风格能体现建筑设计水平 

我国现有的站房很多的建设年代都为多建于上世纪 90年代左右，甚至一些边远地区的小型车站建设时间较会更长。

这个时代的站房多采用基础的“火柴盒”式建筑，以满足经济、坚固的基本要求。但过于简单的造型设计已经在社会

各界广受诟病。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站房被赋予了更多、更复杂的功能承载，原来的千城一面的状态已经不适用于

当代的站房了。充分结合地域文化，不仅是为了改善站房的外观造型，更重要的原因是可以提升所在地区的地标性质。 

近年来，地方为提升城市和地区形象，打造城市和地区的名片，站房建筑设计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富有地方

特色的站房设计也不断地呈现出来。因此，充分提高相关设计机构的造型设计能力、合作能力与创新表达能力，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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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先进产业的学习和交流，有一定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2.2 增强站房的地方特色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形象 

站房是展示在城市与地区的对外“窗口”，可以得知大规模人流的走向。在铁路站房的建筑设计中，突出地方文化，

提高车站建筑设计的特色，与当地的文化景观相融合，开发建设当地的观光资源和偏远的边远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

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大幅提高公众形象。站房运营公司往往会与其他单位展开各类合作，合理预留建筑面积，进行必

要的 TOD 开发，在适当的流线区域开发车站与旅游景点之间的路线，利用常见出站地道设立导向屏幕等手段，对客流

有着良好的导向作用和聚集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 

2.3 充分结合自然环境可以经济环保美观地体现地方特色 

站房的设计可以巧妙地体现出当地突出的环境和气候特征，还可以充分强调建筑的生命力，内外空间充分互动、

相互渗透，更大程度上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在适应环保和节能需求的同时，合理布置道路并在道路两侧绿化。本着多

绿化、少硬面的原则进行设计。留出充足的绿化用地，并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种植符合当地气候的花草、灌木，

以利于改善地区的环境。站房的造型设计必须与功能服务紧密结合。在设计之初，充分、正确的对站房的最高聚集人

数进合理预测，以确定站房规模。在满足使用需求的前提下，充分结合地方的环境特点，如在冬暖夏凉地区尽量多设

置开敞式庭院，充分运用灰空间等设计手法，展现各个车站地域特色的同时，保证经济、环保、美观的要求。 

3 设计方法 

倡导站房建筑的地域文化，并不意味着只是单纯追求建筑形式上仿古、传统，而是必须采用自然、灵活的设计方

法来融入现代建筑理念。强调在站房设计中运用地方文化元素，并且将这些文化元素与车站各设施、设备的功能和特

点结合起来。注入民族化、地域化灵魂的站房，才能称之为现代化标准的新型建筑。 

3.1 自然环境 

由于自然环境是车站所在地区的地方文化之一，车站的建设应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入手，避免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结合地形地貌，充分反映该区的环境特征。必须使用生态和环境友好的建筑材料。协调历史与环境，实现现代

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 

在建筑形式上，热带地区的铁路站房往往更加通透，注重灰空间的利用。而寒带地区的公共建筑更厚重且窗户更

小。另外季风气候和山地生态，平原地带和沿海地区的铁路站房设计风格和形式也会有所差异。 

3.2 社会环境 

站房的设计等级和规模要与社区环境紧密联系，要研究当地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当地人口密度和交通流量，选择

位置，合理布局。你需要控制规模，避免浪费工作。站房的规模必须科学评价发展态势，确保有足够的更新空间，为

旅客提供有效的各类必要服务及适宜的附加服务。在使用当地文化元素时，应尽量将造型设计、空间结构和服务设施

预留相结合。站房作为城市的第一个对外窗口，极大的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因此对于车站的设计要贴合城市的

发展规划，要突出城市文化，将这些文化标志结合到车站的各个服务站点和路标地标上，打造出属于城市自身的特色。 

3.3 人文环境 

车站的建筑设计要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地方文化特色，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成为展现民风的“窗口”。此外，在站房

建筑的设计中，可以使用装饰、组件、颜色和风景素描来创造一种文化。还可以结合车站功能增强车站与旅客的亲和

力。当然，车站作为城市的第一个对外窗口，极大的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因此对于车站的设计要贴合城市的发

展规划，要突出城市文化，将这些文化标志结合到车站的各个服务站点和路标地标上，打造出属于城市自身的特色。 

车站的装饰造型一定不能影响车站的空间布局和交通量，以免装饰设计变得浮华和脱离实际。可以通过运用车站

外立面造型、材质和色彩的运用、植物及水系景观、小品壁画等地方文化元素的应用。 

4 案例分析 

在当前站房建筑中，有很多优秀的方案设计值得学习和研究， 

4.1 吉隆坡火车站 

吉隆坡火车站站房建成于 19 世纪初期，迄今有百年历史了。虽年代悠久，但其设计风格对站房建筑造型产生了不

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吉隆坡火车站站房设计深受摩尔式建筑风格的影响，又充分与马来西亚当地多民族融合、多宗教

并存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清真寺式的站房建筑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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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房正立面造型采用了中轴对称式的布局形式,柱廊采用竖向收分手法，排列严谨，以拱柱、尖塔、圆顶为经典元

素，开敞、高大的外廊与墙体体块的虚实对比强烈，中间为火车道，两侧的拱门作为列车的出入通道。纯白色的外墙

有效地扩大了空间感染力，创造了一种现代建筑手法与传统造型元素相融合的美感。中部的穹顶、民族的窗饰等各种

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十分精巧和谐。 

4.2 曲阜东站 

山东曲阜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曲阜东站站房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现代交通枢纽。其造型与曲阜的

所在地，儒学文化区整体建筑风格相协调，体现了厚重的气势与内涵。曲阜高铁纵横交汇，气势恢宏的玻璃屋顶将天

光引入室内。设计立面获取了汉唐建筑的元素，进站大厅的形式与车站的第五立面源自大唐庑殿顶的形式，挑檐深远，

回味悠长。柱式稳健挺拔，逻辑结构严谨，建筑与城市文化背景有机融合，表达出天人合一的境界。 

4.3 苏州站 

苏州火车站站房的设计充分代表了现代建筑与苏州古城的历史特的征紧密结合，巧妙地将建筑物的质感与城市的

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客运站大楼通过结合几何线条和单色装饰，用写意的手法充分强调了姑苏传统文化。现代建筑风

格非常独特，用通透轻盈的建筑体量，向大众展示自由、开放和便捷的候车空间及人流通道，实现历史背景与技术文

明的完美融合。 

5 结束语 

在铁路站房建筑设计中，逐步升级地理地区文化特征的交融，不仅仅可以优化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建筑的设计理念，

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带动不同地方性的人文的设立建设。铁路站房的建筑设计充分体现了地理地区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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