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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文化街区广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⑦一位少年通过保存下来的梳棉机了解纱厂历史。

⑧改造而成的大华·1935剧场成为一处艺术交流互动平台。

⑤⑤工业化与现代化设计相碰撞的文化街区。

①保留下来的大华纱厂旧厂门。

⑨游客在西安大华博物馆内参观。

②②大华大华··19351935文化街区墙上展示着大华纱厂的历史故事文化街区墙上展示着大华纱厂的历史故事。。

③③具有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具有现代设计风格的建筑。。

④④孩子们在大华纱厂旧址边玩耍孩子们在大华纱厂旧址边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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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工业遗产大华纱厂旧址“破茧成蝶”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旭东 摄影报道

3月18日，温暖和煦的阳光穿过层层树枝，在
斑驳的石砌门楼上织出流动的金网，“长安大华纺
织厂”七个大字历经风霜仍倔强地嵌在青砖中。
身着现代服装的时尚女孩，缓缓从石门中走过，似
在聆听岁月深处传来的纺织机轰鸣声。

这里是西安市太华南路 251号，是大华纱厂
旧址所在地，历经战火淬炼、时代变迁，如今化身
为集文化、艺术、商业于一体的大华·1935文化街
区，成为古都西安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地标。

“记得当时车间里一百多台纺织机同时开机，
耳朵都要被震麻了。”西安市民赵静带着孙子来逛
园区，边走边给孙子讲解着当年的故事。

作为西北首家现代化纺织企业，大华纱厂从
1935年开始兴建，原名长安大华纺织厂。这里曾
承载着民族工业的骄傲，从它诞生之时就与国家
和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后的大华纱厂曾一度成为西北工业领
域的领头羊。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浪潮冲
击下，传统纺织业逐渐式微，大华纱厂经历改制重
组后，终因经营不善于2008年宣告破产，曾经机器
轰鸣的车间陷入沉寂，斑驳的砖墙、锈蚀的设备成
为时代落幕的注脚。如何处置这片承载着城市记
忆的工业遗产，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

2011年，西安市将大华纱厂整体移交曲江新
区，大华·1935项目应运而生。项目设计团队在
保留原有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建筑风貌的基
础上，巧妙地结合了现代城市功能。

锯齿形采光窗屋顶、钢三角结构厂房等特
色被保留下来，并融入时尚的设计元素和现代
新型材料。灯光设计更是将建筑、景观与周边
环境完美融合在一起，使老厂房焕发出时尚气
息，打造出纺织文化传承、精品剧目视听、艺术
品展览、都市时尚休闲相融合的大型综合文化
中心，形成了一个既具历史韵味又充满现代气
息的城市新地标。

2013年，西安大华博物馆开放，占地 4000平
方米的展区，用实物、影像、模型等方式全景展现
了大华纺织厂的“兴建创业”“新生发展”与“嬗变
涅槃”历程。

对于 69 岁的退休职工王晓兰来说，大华·
1935是打开记忆的钥匙。“看到博物馆里保存下
来的纺织设备，就好像看到了自己年轻时那段
青春岁月。”

漫步大华·1935街区，一边是历经岁月洗礼、
高大宁静的古老厂房，一砖一瓦都仿佛诉说着往
昔工业的辉煌，一边是充满时尚气息、设计感十足
的文化街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创新的激情。

当夕阳为砖墙镀上金边，大华纱厂旧址的
广场上，孩童竞相追逐着，老人指着墙上的老照
片向孙辈讲述往事。这座穿越世纪风雨的工业
丰碑，是西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个有益探
索，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的时代，向每一个人
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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