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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题文化建设视角下文化创意园区建设与发展研究
——以合肥市“合柴 1972”文化创意园区建设与发展情况为例

张冬菊

（泰国格乐大学，泰国 曼谷 10220）

摘要：进入 21 世纪，合肥这座中部省会城市才真正进入发展

的快车道，城市基础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在

长三角经济圈的带动下今日合肥嫣然已迈入国际大都市的序列，

特别是在科教领域已初步形成行业领跑的强劲态势。在城市经济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问题也慢慢浮现。近年来，为了打造城

市主题文化特色，投入巨资建设了众多文化创意园区。但是，多

数文化创意园区在短暂的繁华过后迅速沦为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

主要是文化创意园区特色不明显，千景一面，同质化严重，可持

续性发展动力不足。一座城要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鲜明的主

题文化和城市形象必不可少。在“大湖名城，科教城市”的城市

主题文化指导下，如何盘活文化艺术街区？形成地域文化特色鲜

明，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城市文化基地，是这个城市软实力建

设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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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人们常把“合肥是三国的故地，包拯的家乡，淮军的

摇篮”挂在嘴边，合肥也算是一座有历史、有文化、有底蕴的古城了，

但是夹在六朝古都南京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商都郑州之间，

又在世界级自然人文景观优渥的黄山、九华山及风头较劲的特色

小城芜湖、马鞍山的阴影笼罩下，合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

有什么存在感。作为中部内陆城市，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

的春风，给这座小城带来太大的变化也相对较小。进入 21 世纪，

合肥这座省会城市才真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城市基础建设日新

月异，城市常住人口成倍数增长，在长三角经济圈的带动下今日

合肥嫣然已迈入国际大都市的序列，特别是在科教领域已初步形

成行业领跑的强劲态势，如科大讯飞的 AI 语音、华米科技、阳光

电源、安科生物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领军企业的落户扎根，为这

座城市带来了蓬勃生机。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问

题也慢慢浮现。为打造合肥城市名片提出了“大湖名城，科教城市”

的主题文化口号，现阶段合肥城市主题文化发展方向已十分明晰，

但是城市特色文化氛围还没有凸显出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目标的指导

下，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在着力打造城市文化建设。故宫学院院长、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2013 年在其发表的论文《从“功能城市”

走向“文化城市”》中提出：“一个城市最后取胜的武器并非靠经济，

一定是靠那些只属于你一家独有的东西，就是文化。”在城市文

化建设的热潮下，合肥也作出了大刀阔斧的城市主题文化建设，

打造了一批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一体化建设的

文化创意园区。近年来合肥市着力打造的各文化创意园区场地分

布合理特色鲜明，但是，在文化创意园区主题文化可持续性发展

规划和游客需求分析方面存在不足；投入巨资建设的文化创意园

区特色不明显，千景一面，同质化严重。多数文化艺术街区在短

暂的繁华过后迅速沦为门可罗雀的局面。如崔岗艺术村、长临河

小镇、三瓜公社、合柴 1972 等等文化艺术街区多数都处于的无人

问津尴尬现状。已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为例，2019 年开园后，

仅半年的时间园区就步入萧条期。究其原因由以下几点。

一、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存在的问题

合柴 1972，是我国首个由监狱旧址改造的文创园区，位于合

肥市包河区、政务区、蜀山区三区交界处。2019 年 10 月 2 日，合

柴·1972 开园。开园前三个月在大多数人本着对“监狱旧址”这

一神秘领地的强烈好奇心理，合柴·1972 迎来了人头攒动的繁华

盛况，短暂的热闹过后，园区沦为较少有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园

区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是周边配套设施不齐全、历史文化展现不

足、主题文化特色不足、文化特色氛围不足的印象。

（一）周边配套设施不齐全，缺乏良好的出行体验

城市中心寸土寸金，坐落在城市中心的位置，最大的通病是

空间的局促。对于去过合柴 1972 文创园区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园区门口空间局促带来的交通不便问题。合柴 1972 文创园

区正门是一条往返双行道，每个方向一个单车道的空间，同时园

区周边停车场距离大门较远，交通十分的不便。是影响出行的体

验的最大问题。

合柴 1972（高德地图）街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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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化展现不足，缺乏时间维度的厚重感

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尽量完成的保留原有

建筑结构是对一段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合柴 1972，是由监狱旧

址改造而来，改造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结构，园

区主体为红砖结构，高大的围墙，整齐的建筑，置身其中，依然

能够感受到一种特有的威严、庄重、压抑的氛围。最初吸引人们

来园区的重要因素是人们对于这个园区承载的过去的好奇，但是，

关于它过去的用途意义的解说是一片空白，朝着历史文化的方向

去观望，呈现出来的只有耸立的高墙，它的过往只能任由观者去

揣摩和猜想，这应该也是一个遗憾。

（三）主题文化特色不足，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动能

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以当代美术馆、简朴美术、家电艺术

馆为主体，配有餐饮、手工艺体验馆，根据这一布局，可知园区

定位为以装置艺术与艺术活动交流为主要特色的园区。但是，园

区艺术氛围还未形成，艺术场馆里的作品数量不足，档次参差不齐，

作品风格单一；手工艺体验馆规模小，项目少。缺少吸引游客再

次游览的驱动力和粘合力；除了简单的手工艺体验和餐饮消费外

很难促成新的消费活动，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动能。

（四）脱离城市居民需求，难以形成文化磁场

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质就是营造构建城市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化创意园的建设与打造，应立足这座城市居民的需要，为居民

精神文化生活提供空间与平台。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的功能过

于表面化和模式化，未能从城市居民精神文件家园的视角进行长

远规划，无法形成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文化场域。

二、合柴 1972 文化艺术街区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思考

（一）健全配套设施，提升出行体验

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日常可用于休闲娱乐的放松时间相当有

限，像“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这样位于城市中心、规模较小

又具有特殊文化背后的场所，平时来游玩的人群主要为本市居民， 

其中周末游客最多，对于文化创意园区周边的居民可能会选择晚

间来此游玩。周末或晚间出行的时间较为短暂，出游路线是否畅

通？停车是否方便？是影响人们出行体验的最重要因素。园区周

边路线的改造优化和多出入口分流，是保障交通便利通畅的关键。

故设计制作清晰有趣的游览导图，做好人流高峰期的分流引导是

园区建设发展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二）展现城市历史人文，构建城市文化内核

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是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监狱旧址

改造而来，之所以不破坏监狱原有主体结构，其目的，也是为了

保留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每个时代都在城

市中留下了各自的记忆和文化特征，人们通过它们可以直接读取

城市的“历史年轮”，保存城市的记忆就是保存城市文明发展的

脉络，就是保存城市的文化传统。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最初吸

引人们的注意和好奇的也正是它的历史记忆，来此游览的人们最

初想在这里探寻的也是它的那段特殊场域的神秘。今天在园区宣

传展示时，应毫不避讳尽量多的挖掘它的那段特殊历史的信息，

满足人们对它的过往神秘身份的探秘心理，形成园区独特的文化

基因。

（三）明确文化产业定位，打造主题文化特色

合柴 1972 园区应进一步明确文化产业定位，打造主题文化特

色。文化创意园区应有明确的主体产业，围绕主体产业构建全产

业链业态。主体产业是园区形象塑造的关键元素，主体产业明确

才能形成独特的园区形象，健全的产业链才能形成良性运作的业

态。从园区现有三大美术馆的规划可以看出，其主题定位为“时

代艺术园区”。围绕“时代艺术园区”这一主题，可以从纵横两

个维度拓展其内涵，纵向维度应进一步丰富时代艺术类型，形成

时代艺术集群，横向维度应建立“产学研商一体化”产业链。以

美术产业为例，在现有美术展馆的基础上，可设置美术工作室、

画室、沙龙，为有学习、创造需要的人提高一个优越的平台和空

间，同时为此类人群提供作品展示的机会和平台，另外可以邀请

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学者来此开始讲座、创作展示活动等，为艺术

爱好者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营造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一旦形

成了浓厚的艺术文化氛围，园区必然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园区特色自然形成。

（四）立足“以人为本”，打造城市居民精神家园

物质文化层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层是城市文化的中

坚，精神文化层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未来城市发展建设应以塑造

城市文化形象和提高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为重点。满足城市居民精

神文化需求，提升城市居民的文化素养，是城市文化形象建设的

抓手，是塑造城市特色文化的关键着力点。围绕合肥市“大湖名

城，科教城市”的城市主题文化定位，营造具有现代科技特色的“艺

术教育”产业基地，“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才能成为具有合

肥地标意义的符合。也许“合柴 1972 文化创意园区”才有可持续

性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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