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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外表漂亮的
人，只 有 真 正 心
地 善 良，才 能 算
是 美 人。城 市 的
建 筑 也 一 样，只
有做到了功能的
完美和内涵的彰
显 相 统 一，让 人
们在感知到视觉
舒 适、体 验 形 态
美 感 的 同 时，感
受到建筑对一座
城市精神内涵的
追 求 和 契 合，这
样的建筑才有灵
魂。宝鸡的建筑，
做到了这一点。

宝鸡是一座
有 文 化 的 城 市。
城市历史文化遗
存是前人智慧的
积 淀，是 城 市 内
涵、品质、特色的
重 要 标 志。在 宝
鸡的地标性建筑
中，我 们 能 看 到
代表宝鸡悠久历
史文化在中国古
代文明中的尊崇
地位的青铜器博
物 院，能 看 到 仿
秦 汉 建 筑 风 格、
气势雄伟，喻示着周秦文明在中
华民族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石鼓
阁等等，像福建土楼、广东碉楼、
北京四合院这些极具地域代表性
的建筑一样，宝鸡的文化地标建
筑也将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
传承展现得淋漓尽致。

宝鸡是一座有活力、爱漂亮
的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
展，宝鸡新的建筑不断涌现，总体
表现得比以前气派宏大，更具现
代美学感，而现代化新技术的运
用也使建筑更有科技范儿。

渭 河 穿 城 而 过，单 看 宝 鸡
的桥，从周文王娶亲算起，宝鸡
人在渭河上搭桥的历史已有几
千年，但宝鸡的桥各有各的特
点，有的如凤凰展翅，有的如钢
铁长龙，有的如彩虹横跨，有的
如玉带飘扬。还有工业与艺术
完美碰撞的宝鸡文化艺术中心，
还有高耸入云的国金中心等等，
让宝鸡一步一景、移步易景。虽
然“秋裤楼”“靴子楼”“方便面桶
楼”“拧麻花大楼”在各地并不少
见，但规模化复制导致城市建设
的雷同、刻板与僵化现象，在宝鸡
没有出现。

这些极具美感的现代化建
筑用不同的功能、内涵、品位，共
同构建出家园多姿多彩的样子，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自豪，让身在
异乡的宝鸡人牵挂，让听闻宝鸡
名声的人“看中国，来宝鸡”。

城市的建筑，不仅仅是城市的

骨架，还蕴藏着城市发展的方向。随

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建筑基本都经

历了三个阶段 ：最初，建筑的功能只

是遮风挡雨 ；后来，建筑成为市民审

美的一部分 ；如今，建筑不仅仅蕴含

着丰富的美感和韵律，彰显着城市

的品位，并开始反哺生活在城市中

的人，与时俱进、不断丰盈。

实用 街上的高层多了

“宝鸡有个服务楼，半截钻在云

里头”，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鸡

人念的顺口溜，来形容宝鸡小有名

气的服务楼。据老宝鸡人回忆，其实

服务楼只有 3 层高，离地十几米，只

是在当时低矮的土屋、毛毡房之中

尤为显眼，让看惯了平房的宝鸡人

不由得“仰望”起来。

如今，宝鸡的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早已实现了高质量的飞跃，城市面

貌、建筑种类、市民生活环境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幢幢拔地而起

的高楼诉说的便是宝鸡发展的故事。

回望宝鸡建筑史，是一段你追我

赶的历史。上世纪 90 年代初，高层建

筑开始在宝鸡出现。石油机械厂家属

楼就是那个年代的代表，那曾是改革

开放后宝鸡最早的高层建筑；2006

年，石油机械厂的高层住宅楼“望江

楼”高度达到了 99.75 米，以近百米

的高度刷新了宝鸡高层纪录；2009

年，位于市区高新广场的高新大厦崛

起，106 米的高度成为全市当时第一

幢超过百米的高层建筑；不用等太

久，2017 年，由东岭集团投资 230 亿

元打造，高 203 米的我市首座超高层

建筑宝鸡国金中心投用。

我们相信，在发展中的宝鸡，这

些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只是开始，

它们不断扩展着宝鸡的天际线。这

些大厦，既是宝鸡经济飞速发展的

见证，也是现代建筑智慧的体现，更

是宝鸡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好看 漂亮的建筑有了

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的建筑特

色以实用为主要设计思路，不能过

于花哨和虚华，那时候的建筑都是

方方正正，棱角分明。

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曾说过：

“所谓建筑……其形象是明确的、可

触摸的，没有模糊的地方，因此那才

是‘完美的、最完美的形状’。”

最贴合这句话的，2010 年落成

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算一处。它位

于滨河南路石鼓山上的中华石鼓园

内，为中国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馆，馆

舍用青铜器出土的场景作为建筑造

型，风格独特的“平台五鼎”造型，气

势雄伟，新颖别致，浓缩了西周列鼎

制度的深刻内涵。

漂亮的建筑，不止这些！

高新四路的融金国际，公园路

上的建安大厦，行政大道上的广电

传媒大厦，太阳市仿古建筑群、东岭

廊桥，还有石鼓阁，展翅的凤凰甚至

“西府天地”的大碗以及古朴的炎帝

园等等，各异的建筑形态表达的正

是宝鸡人对生活的独特态度。

除了建筑形态，不同的色彩也

丰富了宝鸡的建筑。

上世纪 80 年代，宝鸡的建筑

还没有色彩意识，楼房外墙基本

是水泥本色；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

白色的瓷砖开始流行。如今的宝

鸡建筑色彩鲜明，作为西北内陆

城市，赭红、米黄等色彩是建筑常

用色，契合了宝鸡所在的地理环

境。同时，宝鸡文理学院、宝鸡中

学所展现的文化红，不少建筑外

立面代表青铜器之乡的青铜色等

等，让宝鸡的建筑不仅形态美观，

更是色彩鲜明。

反哺 精神的大厦起了

建筑是城市文化内涵最为有效

的载体，这些彰显文化品位的建筑

成为宝鸡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首先要提及的，是于 2019 年 11

月对外开放的宝鸡文化艺术中心。它

集科技馆、音乐厅、群众艺术馆及美术

馆、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于一体，

已经成为我市的重要地标建筑。

其次，作为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主会场的宝鸡大剧院将于今年 6 月

底竣工。据了解，宝鸡大剧院将凤凰

作为建筑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其屋

顶流线像是三片凤凰羽翼，随河边的

清风漂浮在城市之中。

第三是中华石鼓园。中华石鼓

园坐落在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

古物”石鼓出土地的石鼓山上，石

鼓阁是中华石鼓园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仿秦汉建筑风格，采用外五内九

的层级设置。

从东往西，宝鸡的精神大厦不

止于此。

正在紧张建设的张载文化园以

张载祠为核心，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外张载文化研究交流的重要场所 ；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是在周原遗址大

规模考古发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

个专题性博物馆 ；宝鸡申新纱厂旧

址、凤县“红光沟航天六院旧址”入

选国家工业遗产 ；凤县革命纪念馆

展现了习仲勋、刘林圃、吕剑人等

“两当兵变”组织者在凤县的革命活

动，反映了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纪律

严明、两袖清风的优良作风，是传承

红色基因、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的重要阵地。

这些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正

在与宝鸡市民生活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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