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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红色文化遗产历史记忆因子的识别方式及可视化表达方法、文化记忆空间叙事语言要
素的识别转化与空间植入方法、叙事空间的创意系列化匹配设计问题，最终完成从价值重塑到空间植入、
地方认同构建的设计方法。方法 从叙事、象征、隐喻等角度，引导特色红色文化遗产历史记忆空间的
“设计解读”，结合历史叙事、空间营造，修复物质与精神价值断层，指向地域形象如何匹配国家形象
及其合理性。结果 通过空间叙事视角探索了红色文化遗产“独有价值”再利用的设计模式，实现了典
型红色遗产空间地域特色的文化认同。结论 红色文化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围绕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地
方性”理念展开，从单纯地对历史记忆的关注转向人、地、社会的综合互动关系，其中，文化传承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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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Serialization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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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and visual expression method of historical 

memory factors in the red cultural heritag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cultural memo-

rial space and the method of space implantation, the the design issue on creative serialization of narrative space, and the 

design method from value remodeling to space implant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desig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space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space construction 

are guided from narrative, symbol and metaphor perspectives to restore the gap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values. This re-

search indicates how the regional image matches the image and legitimacy of the country. The designs mode of reusing the 

"unique value"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explored from spatial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realized the cultural iden-

tity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of typical red heritage space. The adaptive reuse of red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s on the 

concept of "local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which should shift from the simple attention to historical memory to 

the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area and society. Among them,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no other than the di-

rect means, space construction is the endogenous power, continuous memory is the surface purpose, and local identity is 

the deep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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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现代历史观的影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

对象主要是遗产地的有形元素 [1]。红色文化遗产的

“见证”作用导致早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指向遗产

的物质载体，对具备价值的“无形”文化记忆的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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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空间设计方法研究的缺失，严重影响着遗产地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度，造成红色资源空间利用低效。近

年来，虽然文化视角被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但在

文化进化论的背景下，欧洲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文化遗

产保护理念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利用，具有强烈的社会目的

和政治色彩，其潜在特征和隐性价值成为遗产再利用

的柔性支撑与精神动力。我国红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

生的文化资源，“独有价值”大都具有共同历史进程

下的重大意义及独特的地域特征，因地制宜的文化遗

产保护理论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对保护更新

方法的改进研究意义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长期实践开辟出的道路，中

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决定了中国“红色文化遗产”保

护必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及价值因子。因此，红色

遗产资源的空间叙事研究是贯穿本文的线索，也是

“遗产地空间地域形象支撑国家正义”的设计依据。 

红色文化遗产地具有历史性、稀缺性等特点，承

载着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多重责任。近年来，

多地政府已将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与红色文化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开发本省旅游资源等任务相结合，通过

加大规划设计投入，改善红色教育基地整体面貌，促

进红色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西安事变纪念

馆空间改造为例，提出了红色文化遗产地空间叙事的

设计方法。 

1  理论依据与研究背景 

1.1  空间叙事的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事件既是时间维度的存在，又是空间维

度的存在，在学科的历史发展中，叙事学历经了由“结

构主义叙事学”到“新叙事理论”、由时间维度向空

间维度的研究转变[2]，在转变中突出了叙事空间的互

动性，涵盖了叙事空间的物质特征和非物质特征。空

间事件的发生与承载需要相应、合理的体系支撑与表

达，在客观上为空间叙事系列化研究提供了设计要素

及方向。 

在综合领域，Lefebvre[3]提出空间不仅仅是反映

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或“平台”，而是一种可供

读者参与，充满矛盾相互重叠、彼此渗透的叙事建构

过程。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

中建构了总体空间（Total Space）、空间复合体（Spatial 

Complex）与空间单位（Units of Space）3 个层次的

空间结构，它是读者阅读时对空间的理解以及个人记

忆回溯的综合体验，在叙事过程中，从口述史到视觉

叙事[4]的发展演变给本文“从口述叙事到空间叙事”

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叙事思维[5]中“借用叙事性、营

造叙事空间、结合本真价值的叙述表达”3 个步骤提

供了逻辑思路，为集体记忆[6-7]的阐释表达提供了一

个设计语言的提取转化方法。 

在设计领域，空间叙事的双重特征“逻辑性和文

学性”及其内外双层语义是当代建筑叙事的核心内

容，因此，在构筑理性的物质空间的同时，需要建构

空间的深层语义[8]。完整的建筑空间叙事表达应该包

括 3 个载体：虚拟图像（Virtual Space）、空间语言

（Spatial Language）、空间实践（Practices）[3]，其

中虚拟图像是建筑叙事表达的基础，空间语言是建筑

叙事的主体，空间实践是叙事回归。建筑叙事空间语

言系统的建构需要借助概念/语汇系统，表现为文学

性；也需要借助空间建构的句法、语法系统，表现为

逻辑性。构建有意味的空间情节、营造吸引人的空间

场景、运用恰当的语言载体与编码[9-10]等设计手法的

运用，为城市时空关系的梳理、叙事框架的构建和文

化主题的表达提供了可借鉴的设计思路[11]。 

1.2  研究背景 

在进行空间叙事的研究中，需将空间设计转换到

纪念载体，并通过纪念物质、人的情感与历史文化场

构建一个社群的共同基础。利用叙事性的手法将所要

表达的情感与文化、场所相结合，构成纪念故事，增

加场所空间的体验感与参与感[12]。目前，我国叙事性场

所设计普遍存在缺乏对独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利用及空

间联动的问题。本文通过链接场地与历史、事件与人物、

文化与空间、公共服务与场所环境，利用西安事变纪念

馆现有的线性空间，将场地功能、历史文化、重要事件

相关联，以不同功能的线性空间结合空间叙事的表达方

式，打造复合多元的爱国主义活动中心，见图 1。 
 

 
 

图 1  西安事变纪念馆精神文化空间设计 
Fig.1 The spiritual cultural space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西安事变纪念馆（也称张学良公馆）建于 1932

年，是我国重点的历史遗存，场地主要由 3 栋民国建

筑构成（A 栋、B 栋、C 栋）。A 栋及 B 栋建筑分别

为张学良将军及其副官的办公场所。C 栋建筑一般用

于会客谈判，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由周恩来同志组成

的中共代表团在 C 栋建筑与南京政府进行了谈判，促

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里也是张学良招待叶剑

英、周恩来、秦邦宪的遗存建筑，见图 2。结合场所

的历史沿革，笔者对西安事变纪念馆改造设计进行了

SWOT-PEST 分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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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西安事变纪念馆简要历史沿革 
Fig.2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表 1  西安事变纪念馆 SWOT-PEST 分析 

Tab.1 SWOT-PEST analysis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eaknesses 机会 Opportunities 威胁 Threats 

政治 
Politics 

红色遗产地保护与复兴，有

利于宣传革命历史，增强群

众文化认同、地域认同 

场地空间不足，政治宣

传教育方式传统，忽略

了精神层面的互动 

红 色 旅 游 产 业 的 日 益

兴起，互联网等新兴产

业的兴起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国家战略与本文纪念

馆发展定位的关系 

经济 
Economy 

红色旅游产业带动周边产

品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潜力 

场地经济投入弱，导致

场地基础服务配套设施

不够完善，降低了游览

满意度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艺 术 文

化聚集效应强，产品附

加值大。文化遗产品牌

潜在价值大 

场地周边地属老旧居民

区，抑制新兴产业链发展

社会 
Society 

提供了极佳的具有共同话

题的主题互动场所，有助于

群体文化认同、地域认同 

历史事件人人皆知，场

地吸引力弱，缺乏话题

新鲜感，缺乏当代阐释

与空间诠释 

场地的文化影响力大，

历史遗存完整，有助打

造城市红色旅游坐标 

场地利益相关团体（当地

居民、外地游客）的博弈

关系  

技术 
Technology 

建筑遗产完整且独特，历史

事件清晰且重要，场地空间

边界清晰 

本案空间叙事设计方法

中“虚拟空间”与“实

体空间”的设计匹配 

红色文化遗产的实体、

空间叙事的方法、爱国

主义精神的匹配 

实体空间开发强度与遗

产保护利用关系 

 

2  研究框架及意义 

2.1  研究框架 

本文通过叙事性空间建构的研究路径，探讨如何
将历史事件的精神文化转化为空间叙事语言，见图 3。
通过叙事语言要素以及故事的情景再现，达到精神文化
与场所语言的双向回归，实现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传达，
生成空间记忆、建立场所认同、增强空间参与度，见图 4。 

2.2  研究意义 

《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空间序

列组织、园区设计提升红色旅游的场所空间品质，使 
 

 

红色旅游得以彰显国家意志、社会需求、城市形象。

因此，结合纲要内容，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意义： 

1）通过空间叙事的要素提炼与总结以及空间故

事的情景再现，探索爱国精神转化为场所语言的研究

路径。 

2）探索红色旅游空间改造中历史主题和红色精

神的可视化表达，实现叙事语言要素的空间转向。通

过场所元素的运用，实现场所空间的改造，提出相应

的构思和规划策略。 

3）增强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设计匹配度，建

立叙事空间。扩大实体产业化，培育以红色旅游资源

为主体的相关产业联动模式。 

 
 

图 3  论文研究框架 
Fig.3 Research framework 



第 43 卷  第 14 期 乔治，等：空间叙事视角下西安事变纪念馆创意系列化设计 365 

 
 

图 4  叙事空间解析 
Fig.4 Narrative space analysis 

 

3  空间叙事的环境建构 

3.1  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叙事语言 

空间建构的过程，要紧密围绕所创造的目标空

间，符合所需的空间属性、意境与类型。本文通过要

素匹配、元素抽换、价值植入等步骤，建构西安事变

纪念馆红色空间叙事环境的可视化表达路径，见表 2。 

基于西安事变主题，围绕场所遗迹、场地事件建

立场所精神。 

1）场地遗迹：西安事变旧址，中共代表住址，

张学良卧室、书房、办公室等。 

2）场地事件：西安事变酝酿、西安事变策划、

西安事变发生、西安事变解决、八项抗日主张的提出等。 

3）场地精神：爱国、顾全大局、舍生取义、坚

定信念、不怕牺牲等（见图 5）。从抽象概念到具体

空间设计，设计出符合场地精神的景观空间场所，匹

配红色精神、红色事迹、红色遗迹。叙事空间构建方

法分别为：结构组织、形式表达、要素组合与故事呈

现，见表 3。 

3.2  西安事变纪念馆的空间叙事设计 

基于西安事变及张学良旧址进行叙事，将事件、

精神转化为场所语言，借用叙事中对情节编排的技

巧，在人物型纪念空间中丰富观者的体验感受，从而

让原有的故事空间结构更加合理[13]。 

此次的方案设计把场所分为 A 初涉社会（入口

景观区）、B 成长之路（生平展示区）、C 西安事变

（事变还原区）、D 和平之路（反思留白区）4 个区

域，并与空间叙事的 4 个故事和活动游览时间线一一

对应，从平面图（见图 6）可看出，每个区域均有 4~12

处特色设计，从而更好地进行空间叙事。从剖立面图

可以看出，游者在进入场所后随着时间与空间的转

变，可以感受到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利用精神文化

转化为场所语言的方式，传递场所精神。 

以西安事变为场所主轴线，场地的结构基于 4 个

故事划定为 4 分区，即初涉社会、成长之路、西安事

变、和平之路。其中，以西安事变纪念馆为例，主题

空间叙事设计遵循“历史事件”及“空间呈现”2 条

线索，通过可视化表达完成空间叙事设计，见表 4。 

3.3  西安事变纪念馆空间叙事的情景再现 

结合空间叙事的场所情景，选取场地周边的 3 类

居民群体：教育学习为主的学者/青年学生群体；游

客为主的中年群体；地方居民为主的老年群体。学者

青年，具有专业性强的特征，希望能够利用场地历史

事件的优势提升场地的利用价值。游客期待具有特色

的文化旅游体验以及具有吸引力的空间氛围。周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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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间叙事的环境建构研究框架 

Tab.2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space narration 

构建方法 设计展开 可视化表达 

要素匹配 
梳理核心精神、提出空间元素，对事件和元素按照一定的

逻辑进行基础编排，打造场所的丰富性和历史性 

 

元素抽换 
将空间中元素进行抽换，打破常见的空间形态，激发体验

者丰富的联想和回忆 

 

价值植入 
通过核心精神与场地语言的匹配，将其性质进行转换定

义，保存场所记忆，为精神空间创造独特的体验感 

 
  

 
 

图 5  西安事变纪念馆文化体系 
Fig.5 The cultural system of the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表 3  叙事语言组合要素 

Tab.3 Narrative language combination elements 

构建方法 设计展开 可视化表达 

结构组织 

树阵多次出现，引导故事情节向前推进。留白的设

计方法增添了体验者的想象力，激发了行为活动。

悬念设置丰富了空间节奏。 

 

形式表达 

材质肌理的创新取代了原有物体对环境的营造。将

原本用于内部空间的材质道具移至外部空间。打破

了固有特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要素组合

与故事呈

现 

主题是叙事表达的思想、角色、场景；情节是主题

表达的方式与内容。场景的设置引发了人们的情感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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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安事变纪念馆平面图、剖面图 
Fig.6 Xi '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section and plan 

 
表 4  空间叙事设计 

Tab.4 Space narrative design 

故事 独有价值 空间叙事 可视化表达 

历史事件：张学良

成长 

开端：入口的引导与悬念的设置。“起”意在

表达主人公成长阶段，体现为人生经历的“准

备、积淀、磨砺”过程，空间需引起游者的兴

趣，富有场所体验性。场地入口与故事开端相

匹配呼应，使游客了解历史人物和场地事件。

 

故事一 

空间呈现：设计元

素的重复与序列感

在故事叙述中以表达舒适安静的公共空间为

主，利用障景法制造一种悬念，增添空间神秘

感，以树阵疏散广场为景观语言，叙述故事开

端，加以特色铺装、座椅、景墙的设计元素，

增强游者对故事开端的全面了解以及后续游

览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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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故事 独有价值 空间叙事 可视化表达 

历史事件：张学良

经历的直奉战争、

东北易帜、中原大

战等 

发展：空间过度与连接。“承”在事件发展的

过程，承上启下。该空间讲述了国内外动荡的

局势，张学良将军在父亲死后，担任东北三省

司令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故事二 

空间呈现：设计符

号的组合与叙事感

在成长之路中主要以 3 种表达方式为主。时间

点暗示：时间点雕塑装置。时间线暗示：纪念

泉贯穿场地。故事事件暗示：挡土墙设置、特

色水景。以此实现事件的空间定义、空间转换

设计。 

 

历史事件：张学良

任 西 北 剿 匪 副 司

令，发生西安事变

并停止内战，实行

抗日的过程 

高潮：空间兴奋点及主题呈现。“转”在叙事

空间中，旨在制造“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

效果。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促进了国共

抗日，是叙事故事的高潮。 

 

故事三 

空间呈现：设计空

间的建构与氛围感

西安事变作为叙事空间，空间设计手法利用

点、线、面的方式，空间紧密围绕张学良公馆

遗存建筑，呼应历史事件，通过纪念林、挡土

墙将空间（Space）的功能性减弱，场所（Place）

的精神性加强，建立空间叙事。 

 

历史事件：张学良

的囚禁生活，恢复

自由等经历 

结尾：意义升华意犹未尽之感。“合”在故事

或许仍在延续。中国最后走向和平。游者回顾

反思历史，感受如今和平岁月的来之不易。 

 

故事四 

空间呈现：设计元

素的提取与空间差

异感的建立 

在和平广场中央，矗立巨大的精神雕塑向游者

传递出和平的精神，在冥想空间中展开故事想

象。游者通过台阶引导的设计语言转入新的精

神空间，绕过主建筑空间暗示进入新阶段，形

成空间演变，意义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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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希望拥有氛围轻松的交流空间、休闲空间。 

本文对场地内不同人群的需求，建立了 3 条特色

的空间体验路线，形成了不同的故事情景，见表 5。

如游客视角的人物文化线，以石小花为例，核心支撑 
 

表 5  空间叙事场景预期 

Tab.5 Spatial narrative scenario expectations 

人群视角 人物简介 行为分析 情景再现 

 

游客视角 

姓名：石小花 

目的：游览西安事

变 纪 念 馆 接 受 爱

国主义教育。 

旅游者 

  

 

学者视角 

姓名：司徒小军 

目的：观察了解历

史 并 从 历 史 遗 迹

中记录学习。  

学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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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人群视角 人物简介 行为分析 情景再现 

 

当地居民 

视角 

姓名：王小丹 

目的：散步遛弯，

与 老 伴 和 老 朋 友

在场地内聊天。  

周边居民 

  

 
为售票处——入口月门——张学良办公楼旧址——休

息座椅空间——和平广场；学者视角的历史事件线，

以司徒小军为例，核心支撑为游客服务中心——时间

装置——纪念泉——雕塑挡土墙——胜利景墙；当地

居民视角的慢性空间线，以王小丹为例，核心支撑为

疏散广场——兰花苑——漫步道——特色大台阶。 

4  空间叙事创意系列化设计 

在系列化设计中，应注重产品的功能多样化、空

间集约化以及可持续发展[14]。本文从宏观分类、中观

模式、微观手段入手，介入创意设计、可持续生态、

历史资源、情景氛围以及公共服务设施 5 个视角，在

宏观层面，设定产业分析的 5 个手段：“设计、生态、

经济、氛围、IP+”，见图 7。在中观层面，通过场

地开发模式提出 Innovational（创新）、Involved（参

与）、Inspirational（励志）、Enjoy（享受）计划。

Innovational（创新）：利用叙事手法进行空间改造，

介入互联网推广；Involved（参与）：利用重复、留

白、悬念等空间设计手法，整合场地资源、塑造场所

氛围，增强游客参与感；Inspirational（励志）：情景

交融，利用空间序列进行场地设计，增强叙事感，使

游客感受场所精神，产生共鸣；Enjoy（享受）：遗

址改造融入当代审美，让游客在愉悦游览的同时传承

文化，产生地域认同。在微观层面，通过场所、绿化、

文创、空间、设施 5 个层面解决现状问题。在场所层

面，增添放映室和博物馆对历史人物事件进行介绍，

从而传播文化、沉淀历史。利用场所墙、场所砖、场

所水景等元素丰富空间层次。在绿化层面，扩大密林、

花圃、草坡以及道路的绿化面积，以提高生态绿化程

度。通过增加水系、植草砖、树阵广场，以营造休闲

静谧的景象，维持场所的可持续性。在文创层面，通

过演艺演讲、互联网+和展览中心加大宣传，可以增

强场地 IP 效应。设计具有历史文化的文创产品和品

牌 Logo，能够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创意产业

与传媒产业的融合。在空间层面，通过交谈空间、反

思空间和半封闭空间烘托情景氛围，从而刺激游者的

参观感受。出入口加入时间记录的元素，并利用下沉

花园和框景墙营造文化氛围，从而给游者留下深刻的

参观印象。在设施层面，丰富公共服务设施如休憩、

导视系统、文创售卖等，以增加配套设施覆盖率。 

4.1  空间叙事实体环境匹配 

本文将环境家具设计与故事性相结合，以实现空

间叙事实体环境的功能匹配。注重方法升级，从关注

家具设计的形态，转向空间设计介入，解决空间设计

导向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认知问题[15]。以设施功能利用

为基础、空间连续为导向、匹配叙事事件为目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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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西安事变纪念馆产业 IP 设计 
Fig.7 Industrial IP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决西安事变纪念馆服务设施一体化设计问题。 

游客通过不同级别的导示系统设计，能够快速了

解园区的入口景观区、生平展示区、事变还原区、反

思留白区 4 个分区，并结合游览时间线，体验不同的

事件活动。 

在入口景观区，导示系统能够展示园区路线以及

观看纪录片的时间，游客可以从中获得正确的信息，

进行有效参观。另外，增加了出租车站点、卫生间等

设计，游客在园区游览前或游览后有便利的交通供

给，提高了场所环境和服务设施的质量。在设计方法

上，统一色调与设计语言，强调空间连续。将功能性

的设施植入叙事空间，最小化影响人群故事体验的连

续性，从而营造出功能合理、支撑叙事、无形植入的

综合空间，见图 8。 
 

 
 

图 8  西安事变纪念馆空间家具设计 
Fig.8 Space furniture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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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置有特色的可移动座椅，主要分布在故事

一——初入（入口景观区）和故事三——西安事变（事

变还原区）的树阵广场和休憩空间中，可进行移动拼

接，匹配了时间活动线的 9：00 广场交流、16：00

花圃散步、17：00 休闲下棋等活动，增加了休憩的

趣味性与灵活性。底部为花岗岩拼接部分大理石，给

人庄严肃穆的感觉，表面为防腐木材质以防止雨水的

腐蚀。故事二——成长之路（生平展示区）和故事   

三——西安事变（事变还原区）匹配了时间活动线 13：

30 树荫乘凉和 17：00 休闲下棋活动，增加了老人饮

水处设计，在公共服务设施上最大程度保证了周边老

年人的需求。西安事变纪念馆空间家具设计见图 9。 

4.2  空间叙事虚拟环境匹配 

通过互联网+智能设计和智慧旅游等虚拟空间设

计，强化了空间叙事主题，实现了空间叙事虚拟环境

的匹配，具体通过 4 个步骤来实现智慧旅游。第一，

搜索旅游目的地，通过搜索关键词游者可到达区域内

的若干旅游景点，对场所进行初步了解。第二，定制

旅游路线，系统自动匹配出与西安红色旅游相关的关

键词，游者可选择心仪的关键词与预期的旅游时间，

软件会给出推荐的旅游路线、故事线和时间活动线，

游者可自主增减景点，定制适合自己的旅游路线。第

三，VR 虚拟+线上文创，游者在参观景点时可通过

VR+AR 虚拟功能进行浏览，观看全域景区照片，亦

可在 APP 上选购特色的历史文创产品。第四，网上

购票预定讲解，游者可在智慧旅游 APP 中预定讲解

和购买部分特色的活动门票，见图 10。 

4.3  空间叙事产业环线匹配 

基于叙事性场所的设计理念，提出了“一个中心、

一个品牌、多条线路”的宣传目标，见图 11。首先，

把西安事变纪念馆作为西安红色旅游的中心，传播红

色精神，沉淀历史文化，引导全民红色旅游；其次，

打造全域新型历史遗产文化旅游品牌，并整合周边资

源；最后，探索最佳的旅游路线，营造高质量的身心 
 

 
 

图 9  西安事变纪念馆空间家具设计 
Fig.9 Space furniture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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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西安事变纪念馆文创产品设计 
Fig.10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图 11  西安事变纪念馆产业化推广设计 
Fig.11 Marketing promotion design of Xi'an Incident Memorial Hall 

 

体验，形成一个围绕西安事变事件的红色旅游资源名片。 

在环线设计上，联合西安事变旧址（虎城旧址止

园、西安事变指挥部高桂滋公馆、兵谏亭等与西安事

变相关的纪念馆）共同打造西安事变特色旅游路线，

给予游客丰富的游览体验和层次感，促进城市区域历

史文化之间的联动，引领未来历史文化记忆的可持续

发展。 

5  结语 

本文立足于西安事变张学良旧址进行空间叙事，

将历史事件转化为场所语言，以观赏者路径为基础，

利用集体记忆匹配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增强游者参

与感及人地互动。以空间叙事联动历史事件与空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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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独特、稀缺的红色文化资源提高地域识别性，

以可视化、系列化的叙事记忆元素植入空间及产业价

值链，唤醒集体记忆，营造地方认同，最终完成从价

值重塑到空间植入、认同构建的设计路径。 

通过识别场地独有价值引导遗产地空间演化，从

历史性的“文化见证”走向共时性的“叙事记忆”，

对“参与者”形成多元、可交流、有尊严的主题公共

叙事记忆空间，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展示区域地位、

重塑地域形象。探索了红色文化遗产历史记忆因子的

识别方式及可视化表达方法、文化记忆空间叙事语言

要素的识别转化与空间植入方法、叙事空间的创意系

列化匹配设计问题，指向红色遗产地域形象匹配国家

形象及其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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