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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视角下的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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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精神追求不断提高，健康观念不断增强，葡萄

酒庄园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以遗产保护为视角，重点从朗格斯酒庄和中国第一瓶干白葡

萄酒研发基地的历史沿革、遗存概况出发，通过资料的分析和工业遗产实录，研究葡萄酒庄园

规划设计基本原则，阐述目前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研究策略，强调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中遗产

保护的重要性。新时代背景下，旅游业和遗产保护有效结合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结合工业旅游，促进城市文化经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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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国是世界葡萄酒主要生产国之一，与

其他葡萄酒生产国相比较，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

积分布较广泛，主要分布在新、冀、鲁、甘、宁、京及

津７个省区市，约占全国种植面积和产量的８０％
以上。随着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我国对葡萄及葡

萄酒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对酿酒葡萄及葡萄酒庄

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１］。本文对河北省

葡萄酒庄工业遗产的典型代表进行分析：秦皇岛

昌黎朗格斯酒庄和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基

地（现张家口长城酿造集团）。这些葡萄酒酿造类

工业遗产在中国的葡萄酒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葡萄酒庄园工业遗产概述

（一）朗格斯酒庄

１．朗格斯酒庄工业遗产历史沿革

朗格 斯 酒 庄（秦 皇 岛 昌 黎）有 限 公 司 创 立 于

１９９９年，它是由著名企业家格诺特·朗格斯·施

华洛奇先生按照世界一流葡萄酒庄的３Ｓ原则独资

兴建。酒庄总占地面积近２　０００亩。企业秉承“美
好酝酿，自然品位”的经营理念，凭借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全面引进国际名种脱毒苗木和全套国际先

进葡萄酒生产设备，并采用传统重力酿造法，经自

产新橡木桶陈酿之后再由国际知名调酒师亲自监

制，从而酿造出具有世界顶级品质的朗格 斯 葡 萄

酒。２００５年，酒庄首次生产有机红酒，全面通过了

葡萄栽培和酿酒的国家有机食品认证工作。

２．朗格斯酒庄工业遗产遗存概况

朗格斯酒庄全面引进世界最先进的 前 处 理、
发酵、澄清、深层过滤、冷稳定、灌装等生产设备，
并采用了能够保证葡萄酒品质的传统酿造法———
自然传统酿造工艺。朗格斯酒庄的酿造车间（如

图１所示）因山势而修建，利用山体的高度差，建

设为四层。葡萄原料在最高的四层破碎，破碎后

连汁带皮依靠自然重力流入三层的发酵罐，发酵

完毕，流入二层过滤勾兑，然后再流入底层装瓶打

塞陈储。在发酵过程中绝不添加任何其它原料，
这样的流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酒的天然潜质和

自然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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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朗格斯酒庄酿造车间（来源：马中军拍摄）

朗格斯酒庄橡木桶厂（如图２所示）是亚洲首

家引进世界一流的德国橡木桶生产线的厂家。橡

木桶厂年设计产量为３　５００个橡木桶，除部分自用

外，其余全部对外销售。橡木桶种类很多，每一种

橡木赋予葡萄酒的风味都不同，也赋予葡萄酒更多

风味。葡萄园的耕作整齐划一，按有机葡萄园的要

求，除草剂、化肥及不合规范的杀菌杀虫剂，一律禁

止使用，使其成为高标准的有机绿色生态园［２］。

图２　橡木桶厂（来源：马中军拍摄）

３．朗格斯酒庄工业遗产的价值

朗格斯酒庄设计为欧式庄园，酒庄的 酿 造 流

程采用重力酿造法，成本昂贵，但有效地保护葡萄

的原始状态，是针对“泵送工艺”而产生的静态输

送方式，完全秉持企业的经营理念。朗格斯酒庄

现已成为集酿造、品酒、旅游、观光住宿为一体的

“中华第一人文绿色酒庄”［３］。

（二）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基地

１．工业遗产历史沿革

长城酿造集团位于河北省张家口怀 来 县，其

前身沙城酒厂是在１９４９年，由政府接收当地多家

缸房的基础上成立。１９５９年前后，因农业连年遭

灾，粮食歉收，中央提出了酒业向果露等无粮酿酒

进军的发展方针。张家口怀来县素有“花果之乡”

美称，适合酿制果酒［４］。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领导人认识到 中 国 葡

萄酒行业与国际葡萄酒行业的巨大差距，萌生了

大力发展葡萄酒产业的思想。１９５９年，沙城酒厂

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全国糖酒食品工业汇报会上指

示“要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让人民多喝一

点葡萄酒”号 召，开 始 兴 建 果 酒 车 间；１９７６年 末，
首批干白葡萄酒诞生，并成立了科研所专门进行

“干白葡萄 酒 新 工 艺 研 究”；１９７９年，在 全 国 第 三

届评酒会上，干白葡萄酒被评为国家名酒，同年获

中华人民共和 国 质 量 金 质 奖 章；１９８３年８月，长

城酿酒公司（更名后的沙城酒厂）以１９７７年启动

建设的 万 吨 葡 萄 酒 车 间、１９７８年 启 动 建 设 的 葡

萄园等实物出 资（占５０％股 份），与 中 国 粮 油 食

品进出口总公 司（占２５％股 份）、香 港 远 大 公 司

（占２５％股份）合资，成立了“中国 长 城 葡 萄 酒 有

限公司”。

２．工业遗产遗存概况

主体建筑墙体采用砖混结构，屋顶采 用 木 质

结构，地下一层半，地上三层。建筑内以１９０余座

水泥材质的发酵池（如图３所示）为主要设施，发

酵能力约１　０００吨。现个别窖池投料口和出渣口

密封，仍然存有过去酿造葡萄酒的储酒大缸（如图

４所示）。进入２１世 纪，因 公 司 新 建 的 葡 萄 酒 车

间投产，该基地已经停止使用。原破碎、压 榨、灌

装等工艺所用设备陆续更新升级，停用时间较长，
但主体建筑和核心酿造设施保存良好。

图３　水泥发酵池 （来源：马中军拍摄）

图４　储酒大缸（来源：马中军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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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基地工业遗产

的保护及利用

长城酿造集团计划对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

研发生产基地进行修缮、保护。通过文化传承和

酒旅融合，实施沙城葡萄酒名酒品牌复兴战略，正
在筹办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博物馆及郭其昌先

生纪念馆。

二、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原则

葡萄酒庄园是指具有生产、酿造、加工葡萄酒

的工厂，生产具有产地、品种、年份的地方品牌优

质葡萄酒。使葡萄园与葡萄酒生产结为一体，提

高葡萄酒的品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葡萄酒逐渐成为大众消费品。葡萄酒庄园最初的

主要功能是生产有特色的葡萄酒，随着社会的进

步，葡萄酒庄园还能体现葡萄酒文化和历史的沉

淀，还被赋予了园林的休闲、游憩等功能。下面从

文化艺术性、生态性、保护性、功能性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阐述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原则。

（一）文化艺术性原则

葡萄的栽培、葡萄酒的酿造及葡萄酒 的 展 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丰富的葡萄酒文化，
中国的葡萄酒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渗透在企业的

经营理念，在国家政治、经济、宗教中都有体现，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５］。葡萄酒庄园可以

通过建立葡萄酒展示厅、举办中外葡萄酒历史展

览会及举办葡萄酒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传播葡萄酒

文化，促进人们在葡萄酒文化展览中进行交流，从
而提高葡萄酒庄园事业的发展。

在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中也要注重园林美学

的观念，在了解葡萄酒文化的同时，提高葡萄酒庄

园的个性与品位，使人们与葡萄酒之间的距离感

逐渐缩短。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传承至今，
具有极高的艺术特色，通过变化与统一、整体与局

部、协调与对比、韵律与节奏等手法把物质文化与

精神文化相统一。在葡萄酒庄园中也需要这种艺

术氛围，将具体的物质形式与葡萄酒文化相结合，
提高葡萄酒庄园的游憩规划设计。在葡萄酒庄园

的规划设计中注意从艺术角度出发，深入研究葡

萄酒庄园的规划布局。

（二）生态性原则

葡萄酒庄 园 的 建 立 应 充 分 利 用 原 有 自 然 资

源，尽可能减少和弱化人工建设的痕迹，依托景观

生态学原理，将人工活动限制在生态弹性范围之

内，以 保 证 景 观 的 自 我 恢 复 和 不 断 更 新 的 能 力。
人们久居都市更希望体验自然风光的美好氛围，
沉浸在自然与生态农业的乐趣之中。因此在葡萄

酒庄园规划设计时，加强弹性景观的营造，使庄园

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促进庄园生态系统的良性

发展。

（三）保护性原则

首先要以保护第一为原则，保护厂区 的 生 态

环境，维持文化的原真性，保护工业遗产的可持续

利用。应保留当地原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业遗产建

筑物、构 筑 物、传 统 的 艺 术 文 化、服 饰、生 活 习 惯

等。挖掘并保留当地的历史文化，使其独有的特

色在葡萄酒庄园中发挥独特 的 魅 力［６］。例 如，适

当地增加农家生活体验园，让人们有机会参与到

葡萄的 种 植、酿 造 过 程 中，体 验 葡 萄 酒 酿 造 的

过程。

（四）功能性原则

酿造葡萄酒庄园以葡萄种植为依托，在 生 产

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在葡萄栽培的同时积极发

展葡萄酿造产业，将葡萄酒的企业品牌与葡萄园

结合，发展葡萄酒产业集群，推动葡萄酒产业向生

态集群化发展。其次，葡萄园的种植不仅为葡萄

酒庄园提供原材料，还可以在种植的基础上发展

农业观光。在葡萄酒庄园的规划设计中，从空间

引导和游览项目两个方面提供引人入胜的游览项

目和观光体验，合理安排游览路线，引导游人在园

区中体验、游览农业种植，分析游人主要观赏点，
并确定景观节点的规划设计。同时注重植物种植

搭配 突 出 季 节 变 化，营 造 形 式 多 样 的 空 间 氛 围。
通过展示葡萄酒生产过程，使游客了解葡萄酒酿

造的生产流程，进行科普。

（五）可持续发展原则

美国景观设计师设计协会 在１９９３年 发 布 了

环境与发展宣言，从风景园林设计师的角度诠释

了可持续发展观念，景观是不同自然过程的载体，
人类需要健康的生存方式都依赖于景观营造。可

持续发展的景观营造是具有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

的景观。葡萄酒庄园的可持续设计指因地制宜利

用现存的自然资源，从功能、生态、葡萄文化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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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考虑 园 区 自 身 环 境 与 未 来 规 划 设 计 发 展 方

向，通过对园区的规划布局、系统结构等方面达到

最优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规划原则［７］。坚持

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生态性原则，共同建设葡萄酒

庄园稳定发展。

　　三、遗 产 保 护 视 角 下 的 葡 萄 酒 庄 规 划

设计策略

　　工业遗产具有较高的可利用性和较好的空间

融合度，在一定程度上，工业遗产保护目标需要建

立一套科学的规划设计方法，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依托于与其历史文化和专业的人员鉴定相吻合的

统一原则得以实现［８］。

（一）工业元素的保护与利用

工业遗产的保护及再利用两者并不 矛 盾，再

利用实际上是更好地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工业

遗产的再利用需要根据评估工业遗产的价值等级

去判定原状保留的程度，在合理的保护范围内进

行功能、形式和空间的改造和利用，从而使工业遗

产传承的工业文化得以延续。对于工业遗产的保

护在学术界专家的关注度呈上升趋势。主要从如

下两个方面做解析。

１．工业建筑物的再利用

葡萄酒庄园建筑物是指生产葡萄酒过程中的

酿造车间、仓库以及服务用房。它的再生利用性

主要体现在空间的功能转换。空间重组和保护层

级的不同，会有主题博物馆、展览室、休闲活动中

心、多功能厅、办公空间、服务空间以及居住空间

等改造模式。不同的功能要求需要不同的改造形

式，因此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内部空间改造或重组

形式考虑对场地整体风貌的融合度。例如，北京

７９８艺术区对它的结构形式、构造逻辑、内部空间

布局进行最大化的保护，维持建筑原始风貌，延续

了场地工业历史文脉同时彰显工业时代精神。
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生产基地保留着

重要的工业建筑物，需要加强中国第一瓶干白葡

萄酒研发基地的保护及利用，并为此制定可行计

划。研发生 产 基 地 以 修 缮、加 固 建 筑 物，复 原 设

备、设施、工作场景为原则，在改造中基本不改变

其原有的面貌。生产基地的主体建筑保存良好，
主建筑物屋顶（如图５所示）损坏的部分木顶按原

木材品类、规格更换，整体结构加固，保留其工业

质感；同型制瓦可采用厂区其他无保留价值待拆

建筑，进行修补，保留原有的工业文化；锈蚀的加

强钢筋原样更换，延伸建筑使用空间，降低建筑建

造成本。在旧时期留下的窗户玻璃可采用节能环

保的薄型玻璃，增强空间透光性。原有车间内的

灯光光线（如图６所示）较差，在改造中应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添加节能灯。在建筑外的不同位置可

设置光照系统，通过灯光色彩的不同，增强视觉效

果，丰富厂区夜景空间效果。基地大门顶部树立

“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生产基地”标牌，作

为游览的起始性标志建筑，吸引游客探索葡萄酒

工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记忆。

图５　主建筑物屋顶（来源：胡紫叶拍摄）

图６　车间内部光线（来源：胡紫叶拍摄）

２．工业构筑物的全方位利用

葡萄酒庄园的工业构筑物一般指的是生产酿

造过程中的工程实体或附属建筑设施，如冷却塔、
气体储罐、高炉、筒仓、栈桥、铁路等。由于酿造过

程中需要不同的生产工艺，不同类型的构筑物呈

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空间结构。与工业建筑一样，
酿造车间 的 工 业 构 筑 物 具 有 很 大 的 保 护 利 用 价

值，它不仅记录了国家、民族和城市的工业发展进

程，更是寄托上一代人辛苦劳作的情怀。
对于内部空间具备再利用潜力且结构保存良

好的构筑物，可以对其进行空间重组，赋予新的功

能，改造其外部形式，达到再利用的目的。葡萄酒

庄园存在着冷却塔、储罐这些特殊的体量构筑物，

４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５卷　



可以进行景观性再利用，结合其独特的外观、风格

改造成雕塑或是景观设施，代表标志性的城市构

筑物［９］。这些再利用成雕塑或景 观 小 品 的 设 施，
不仅能够美化环境，增强空间活力，还能赋予场地

更加有意义的积极影响，展现出工业场地的文化

和艺术氛围。
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基地厂区内的工

业生产设备在改造再利用中，需要进行生产设备

的修复，进行室内空间场景展示和室外点缀展示。
园区内的水 塔（如 图７所 示）原 为 厂 区 的 供 水 系

统，在利用中对其进行加固修葺。功能转换为供

游客参与登塔体验的观光台工业景观，游客可以

登到塔顶俯瞰园区的整体景观，追寻园区内葡萄

酒工业记忆。室内展示空间，运用阵列有序的设

计手 法，将 生 产 设 备 进 行 排 列，再 现 工 业 生 产 场

景，可设置游客体验区亲自感受葡萄酒酿造过程，
通过场景再现的方式，烘托工业氛围。为了缓冲

园区硬件设施，可在园内设计景观水景，例如主体

办公楼前可设置立体方形水景，中间放置陆地植

物，周 边 是 水 生 植 物 进 行 搭 配，体 现 生 物 的 多 样

性，丰富水景景观效果。

图７　水塔（来源：胡紫叶拍摄）
中国第一 瓶 干 白 葡 萄 酒 研 发 基 地 内 有 一 段

废弃的铁路（如图８所示），对于铁路的改造再利

用可设计不同类型的主题内容，独特的故事情节

在演进过程中组成基本单元，每个单元之间进行

空间和文化的碰撞，营造一种有故事内容的遐想

空间。或以废弃铁路为慢行游道路线，在保留铁

路的基础上改造为铁路文化长廊，成为科普知识

和铁路历史的展示区，增加火车车厢等景观小品

和设施，将铁路文化和现代景观相结合，既对工业

遗产进行有效保护利用，也起到了科普教育、文化

传播以及艺术熏陶的积极作用。

图８　铁路（来源：胡紫叶拍摄）

　　（二）空间层次的整体与统一

葡萄酒庄园整体的空间环境能够产生良好的

识别度和认同感，创造丰富且有秩序的外部空间

环境，需 要 了 解 场 地 的 功 能 分 区、道 路 的 分 级 规

划、工艺流程的制作和管理方式等因素，需要对原

来的空间布局进行重新的整合，设计更好的游览

模式［１０］。例 如，朗 格 斯 酒 庄 昌 黎 县 城 东 部，这 里

原来是一片山坡荒地，由于特殊的山基地质构造，
朗格斯酒庄葡 萄 园 就 呈Ｌ形 分 布 在 西 北 两 面 环

山的山坡上。朗格斯酒庄庄园大门正对的是具有

浓郁意大利建筑风格的主体建筑，拥有４星级标

准的住宿、餐 饮、养 生、娱 乐 于 一 体 的 度 假 酒 店。
酒店共拥有标准客房４０间，豪华套房２套，大小

会议室８间，中餐厅可同时容纳２００人就餐。度

假酒店后为托斯卡纳风格的喷泉花园。酒庄分为

游览、度 假 区、生 产 及 科 研、教 学 区，内 设 品 酒 大

厅、展卖中心、葡 萄 籽 精 华 油ＳＰＡ水 疗 中 心。空

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得到很好地利用，既促进了

葡萄酒的销量，也为人们提供了较好的游览体验

和良好的服务标准［１１］。

四、结论

现如今，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及利用已日益获

得关注，从工业遗产历史沿革、遗产概况、保护与利

用策略等方面进行分析，遵循遗产保护领域的整体

性、功能性、生态性和可持续性等基本原则，在工业

遗产保护及利用实际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从工业遗

产外观装饰、结构技术加固、内部空间再利用等方

面提出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具体策略［１２］。通过

对朗格斯酒庄和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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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解读，总结出葡萄酒庄园规划设计原则和遗

产保护视角下的葡萄酒庄园工业元素保护与利用、
空间层次整体与统一的规划设计策略，合理利用现

有资源，科学开发葡萄酒庄园旅游项目的研究，提
升庄园的主题形象和吸引力，给游客留下记忆深刻

的游览体验，促进工业旅游发展。在今后的工业遗

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实践中，应结合国内外优秀的设

计案例，通过历史文脉寻求中国本土开发模式，根

据工业建筑的演化过程和类型特征，对当下的工业

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和实践提出更加系统化、科学

化的修复标准、结构加固和空间层次利用策略，最
终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的整体性优化。通过保

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使社会受益，对我国工业旅游建

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带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

的发展，丰富城市生活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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