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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采矿活动深刻改变着人类与土地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背景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太原

市资源型城市转型背景下，运用文化景观和“锚固—层积”理论，探索太原西山煤矿近代文化景观的系统认

知和保护策略。研究结果发现：以采矿点为核心的文化景观是一个人与土地持续互动、不断层积动态演进、

与矿业文化紧密关联的复合系统；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发展历程包括传统开采、快速发展、修复转型三

个阶段；从建立文化景观分类信息库、新“锚固点”的评估和构建、新“层积”的活态规划和发展三个方面

提出西山煤矿文化景观的保护建议。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矿业文化景观相关联，以动态发展眼光建立

认知和保护西山煤矿文化景观体系，为其他近代采矿迹地制定科学保护和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化；近代；采矿迹地；文化景观；“锚固—层积”

Abstract
Modern mining activities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land, and become a unique cul-
tural landscap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ckgrou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y of Taiyua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ystematic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strategy of the modern cultural 
landscape in Xishan Coal Mine in Taiyuan by using the theory of “Anchor - Layer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mining sites as the core is a complex system of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 continuous stacking and 
dynamic evolution, and closely related to mining culture. The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of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includes three stages: traditional mining, rapid growth, rest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ltural motivati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mining cut l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industrial facilities and sites, railway traffic, settlement life, 
military history, ecological disturbance and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for each type. The research 
relates different periods and types of mining cultural landscapes. It establishes the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Xishan Coal 
Mine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with the vision of dynamic development. It can reference other modern mining areas to formu-
late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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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西山煤矿近代文化景观认知与保护
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Modern Cultural Landscape of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采矿迹地是人类采矿活动产生的闲置地

或低效利用土地 [1]，往往伴随环境污染、生

态退化、经济衰退等消极影响。然而从积极

角度来看，采矿迹地是一种自然和人类活动

共同塑造的复杂景观，具有丰富和多样化的

资源。对采矿迹地进行认知和保护有助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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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世界范围内采矿迹地所面临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 [2]，从而实现

采矿迹地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文化景观”概念最早于1925年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在《景观的

形态》中提出，将景观看作是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3]。随着文化

景观理论的形成和延伸，国内外学者开始基于文化景观视角，对工业

遗产地的保护和再利用进行探索 [4]。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

会（TICCIH）作为保护此类遗产的国际组织，明确定义了工业遗产包

括“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5]。2015年，鲁尔区多特蒙德举办的

ICOMOS国际鲁尔工业文化景观会议上首次提出“工业文化景观”的概

念；Winfried Schenk教授提出“混合型文化景观（hybrid cultural landscape）”，

用以阐述德国鲁尔区复杂的工业景观内涵 [6]。近年来，许多文献从文

化景观视角对采矿迹地景观价值和更新策略进行研究 [7-9]。这些探索

拓展了对矿业景观的认知，打破以往静态、孤立地保护工业遗产和矿

业遗迹的局面。

然而，目前矿业文化景观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开采历史悠久的矿

业文化遗产 [8-9]。一些近代开发的采矿迹地尽管具有近代历史、矿冶

工艺、民俗文化等多重遗产价值，但在城市转型和发展压力下未得

到充分的重视和保护。这类矿业迹地与资源型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密

切相关，常处于城乡交界处，兼有乡村文化景观和城市历史景观的

双重特征。城市历史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的相关理论

方法可为此类矿业文化景观研究提供新的视角。HUL概念最早在2005

年《维也纳备忘录》中提出，这一概念将文化景观的研究对象拓展

到城市区域 [10]。在HUL理论框架下，刘祎绯
[11]提出的“锚固—层积”

理论指出，城市具有一系列时间层次和空间结构，是以锚固点为骨

架，以可能历经多种层积模式至今的层积化空间为肌肉，具有双向

性的“锚固—层积”效应而始终处于变化中的有机体。近代采矿迹

地城镇化的动态演变与“锚固—层积”理论框架下的发展过程高度

契合，因此可引入“锚固—层积”理论，为采矿迹地认知和保护提供

科学有效的方法。

文章以太原西山煤矿为例，运用文化景观和“锚固—层积”理论

提出采矿迹地文化景观认知框架，从整体性、动态性、关联性的角度

探索采矿迹地文化景观的发展过程，揭示采矿迹地中人与环境互动演

变的历程和模式。这种基于“历时性”的认知方法，为当下实践中的

保护问题提供“时间线索”，有助于矿业文化景观意义、价值和特征

的深入理解和科学评估 [12]，从而为采矿迹地提供整体、系统、动态

的保护和发展规划策略。

1 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的认知框架

太原西山煤矿坐落于“煤炭之乡”——太原城区西部，是中国重

要的煤炭能源产地。这里有着近1 200余年开采历史，拥有40余项世

界级和国家级地质、生产、生活、运输遗迹，其景观面貌展现出煤矿

开采过程中人、自然和文化相互作用的动态演进过程，是太原城市历

史的缩影，具有独特的社会、人文、生态和技术价值。

在全国煤炭去产能和太原资源型城市转型背景下，太原西山前山

区三个主要煤矿中白家庄矿、官地矿已经停产，杜儿坪矿即将关闭。

2010年《太原市西山地区综合整治规划总报告》中提出将该区域打造

成为集生态涵养、矿区遗址展示、山区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城郊生态休

闲旅游区[13]，同年白家庄矿成功申请为“太原西山国家矿山公园”[14]，

为矿区转型发展带来契机。目前矿山在局部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中已

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认知和保护体系。

景观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是一种关联自然与文化、历史与现今、物

质与非物质的方法[15]。采矿迹地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化景观，具有人与土

地持续互动、不断层积动态演进、矿业文化紧密关联的特征（图1）。

1.1 人与土地持续互动

矿业文化景观是自然和文化彼此长期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

矿产的分布决定着采矿点的选择，采矿点的锚固又进一步带来大量

太原西山煤矿近代文化景观认知与保护      李东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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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矿业文化景观要素和层积结构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andscape elements and layering structure of mining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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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和建设，深刻地改变自然的面貌。太

原西山从石炭纪开始历经3亿年的地质演变，

形成南北长75 km，东西宽约40 km的煤田[16]。

人类开采活动将原本埋藏于地下的煤矿挖掘

出来，在西山特定的地质、地貌条件下，创

造了一系列生产生活设施。人类对于资源的

开采产生堆积的煤矸石景观、地表沉降、坍

塌和裂缝等。面对环境恶化带来的负面影

响，矿区进行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如土地

复垦、生态造林等，这些人类活动持续深刻

地改变着矿区的面貌，体现了人类对土地从

依赖、利用到保护的互动关系。

1.2 不断层积动态演进

矿产的开采源于人类文明对于能源的长

久需求，煤炭勘测和开采技术的发展是西山

煤矿历史景观动态演进的核心动力机制。采

矿迹地以自然为基底，采矿点为锚固点，建

设了产品运输所必需的交通网络，并随着产

能的提升不断层积性地建设一系列居住建

筑、服务设施、文化设施，如商店、医院、

学校、俱乐部和体育设施等。随着更多煤矿

资源的发现，依次以新采矿点和新型产业为

锚固点逐渐形成新的层积，构成相互嵌套、

相互关联的文化景观。

1.3 矿业文化紧密关联

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及经历相关联的

无形价值与有形遗产同等重要，有形遗产环

境及其表征的意象、象征性意义等交织在一

起，难以分割 [17]。采矿迹地发展历程中积淀

的精神信仰、传统习俗、企业制度、工业技

术、道德体系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价值，逐

渐融入有形的物质建成环境和生态系统中。

西山煤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不同文化和

文化景观，如在日伪时期伴随着疾病和死亡

阴影的艰苦采矿生活，催生了矿工对宗教的

寄托，矿区遗留的佛道寺观和谐寺、老君庙、

三官庙，以及祭祀山神的大仙殿、尧舜禹庙

等，就是当时矿业文化的写照。改革开放后

生态意识的萌芽带来了“昌旺精神”，几十年

来傅昌旺在矿区南山栽植16万余株苗木已郁

郁葱葱，成为那个时代锐意进取、勇于担当

精神的物质载体。

2 太原西山煤矿“锚固—层积”历程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

若从共时性维度切入，即某一历史阶段的价

值被作为遗产的主要甚至唯一价值，而忽略

掉其他历史阶段积累的价值，会导致被保护

的文化遗产呈现出静态、片面的面貌 [18]。因

此，对历史城镇层积的挖掘应按照历史发

展全面铺开，采用时间分段的研究方法，形

成对历史城镇动态、发展的全过程描述和研

究，从而探讨和认知其“历时性”[19]。于“历

时性”认知和“锚固—层积”理论将太原西

山煤矿发展历程分为传统开采、快速发展、

修复转型三个阶段（表1，图2，图3）

2.1 第一阶段：传统开采

第一阶段为公元8世纪前后到1949年。

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以白家庄矿为锚固点的层

积化空间，初步形成西山煤矿文化景观的雏

形。西山煤矿开采从唐宋年间开始，官地段

林沟窑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国内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到了20世纪30

年代左右西山地区已经形成800孔以上小煤

窑和约8 000人规模的聚落和村庄。

1932年由民间企业家在白家庄所在地

合资创办庆丰窑，成为西山煤矿最初的锚固

点，其周围逐渐聚集相对动态变化发展的

生产设备、办公场所、住宅建筑等，形成最

初的层积化空间，奠定了未来西山煤矿文化

景观形态发展和演变的基础。1934年8月，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收购庆丰窑建立西北

煤矿第一厂，修建一号井、二号井和太白

表1   太原西山煤矿“锚固-层积”三阶段
Tab. 1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Anchoring-Layering” three stages

第一阶段：传统开采
Phase I: traditional mining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
Phase II: rapid development

第三阶段：修复转型
Phase III: restoration transformation

时间 公元 8 世纪前后至 1949 年 1949–2000 年 2000 年以后

“锚固—层积”特征
初步形成以白家庄矿为锚固点的层

积化空间

层积化空间扩张和新锚固点（官地

矿和杜儿坪矿）形成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反向覆盖

锚固点 白家庄矿 官地矿、杜儿坪矿
官地矿矸石山生态公园；新兴轻工

及食品厂

煤矿开发特点
小规模、分散的人工开采，发展缓慢，

持续时间较长，生态影响程度较低

机械化开采，规模迅速扩大，生态

影响程度较高

西山煤矿资源衰退，环境负面影响

加剧

文化景观特征 人类依赖矿产资源形成文化景观 人类利用矿产资源形成文化景观
以产业经济转型为核心动力形成文

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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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等生产运输设施。1937–1945年日军军

事占领西北煤矿第一厂，增设3号矿井和松

树坑矿井，扩大生产、生活、办公、军事建

筑和设施 [20]。这一阶段煤矿开发主要是小规

模、分散的人工开采，持续时间较长，生

态影响程度低。

2.2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为1949–2000年前后，西山煤矿

白家庄矿层积化空间持续扩张，在官地矿和

杜儿坪矿两个新锚固点下开始新的层积。这

一阶段由人工开采逐步转为机械化开采，规

模迅速扩大，发展迅速，生态影响程度高。

第二阶段初期西山煤矿第一厂（原庆丰

窑）在文化景观生长中承担核心角色，其层

积化的空间范围随着开采和运输技术的进步

不断扩大，太白铁路、官地矿铁路、二号井、

松树坑、小南坑均在这一时期建成。随着勘

测和开采技术进一步发展，1956年建成的官

地矿一号平硐、杜儿坪矿十五尺平硐、十八

尺平硐和七尺平硐，1972年建成的官地矿九

院平硐，依次成为西山煤矿新的锚固点，它

们在4次改扩建中逐步形成新的生产、生活、

运输等层积化空间 [21]。这一阶段自然生态影

响持续层积，逐渐形成官地矿和杜儿坪矿煤

矸石山景观、被污染和覆盖的官地沟景观，

以及被工业和交通设施侵占和破坏的山林景

观等。

2.3 第三阶段：修复转型

2000年后，在资源衰退和太原城市经济

结构转型背景下，西山煤矿资源衰退，环境

负面影响加剧，西山煤矿进入城市更新反向

覆盖阶段。这一过程需要将锚固点从矿业开

采转向文化和遗产等新型产业，如官地矿矸

石山生态公园、新兴轻工及食品厂，并以此

为依托创造新机会、新活动和就业岗位，开

始新一轮的空间层积过程，如北山街和木瓜

沟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建设。

3 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保护

煤矿文化景观保护本质上是将时间切片

置于“锚固—层积”的第三阶段，即修复转

3

2

图2  太原西山煤矿“锚固—层积”时序变化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Anchoring - Layering" time sequence change in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图3  三个阶段代表性建设
Fig. 3  Three-stage representativ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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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阶段，探索矿业迹地未来的良性发展。

3.1 建立文化景观信息库

西山煤矿文化景观具有地质生态、人与

环境、历史与现今、文化隐喻等多层面的复

杂内涵，对其物质载体要素进行识别、收

集、分析和价值评估是诠释和传承文化景观

价值的基础。文化景观方法论强调文化是动

因，景观是结果 [3]。根据文化动因，将太原

西山煤矿文化景观分为工业设施与场地、铁

路交通、聚落生活、军事历史、生态干扰及

修复5个类别 [22]，对于历史悠久、有代表性

或独特性的文化景观要素，作为各类“典型

物质载体”被识别和列出。借助城镇历史景

观特征评估（HTC）系统搭建完整的、面向公

众参与的历史景观动态识别、评估、保护和

管理平台，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如数字化技

术、三维扫描等进行记录，建立电子信息数

据库，落位到西山现状的历史空间，从而为

西山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延续提供切实

的空间场所，便于后续评估和保护（表2，图

4，图5）。工业设施与场地类的文化动因是

煤矿资源生产需求，其价值体现在开采加工

活动与空间组织布局的关系，如矿坑矿井、

煤矸石山等，矿业文化景观发展的“锚固点”

一般属于此类；铁路交通类的文化动因是满

足煤炭运输要求，是各旧锚固点连接形成的

层积化空间，映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

络；聚落生活类的文化动因是满足矿工和居

民日常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需求，包括但不

限于食物、住所、社交和文化娱乐等方面，

反映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和社区之间相

互支持的关系；军事历史类的文化景观的空

间序列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和

军事因素的交织，同时也承载着历史警示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功能；生态干扰及修复

类的文化景观展现不同阶段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方式、环境保护意识以及对生态平衡的认

识和实践，试图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

取得平衡，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共生。

3.2 新“锚固点”的评估和构建

早期发展阶段（第一、二阶段）的“锚

固点”一般属于工业设施与场地类文化景观，

在修复转型阶段（第三阶段）需要建立系统

的评估体系，评估原“锚固点”本体的基本

属性以及周边环境对本体的影响，进而确

立新“锚固点”。新“锚固点”的产生主要有

“转化”和“新增”两种形式。

“转化”即将工业设施和场地类文化景

观的典型物质载体进行功能转化形成新的锚

固点。如转化为博物馆、文化中心、科技展

示馆、服务中心等，以展示煤矿文化的历史

和发展，促进文化传承和教育。以德国鲁尔

区为例，其利用废弃矿区独特的工业遗产和

地质遗迹建造了博物馆、地质公园、景观公

园、创意产业集聚区等，成功实现采矿工业

遗产的价值识别、历史保护与产业再生 [23]。

此外北京首钢园将核心区工业遗产建筑改造

为办公区、酒店、会议厅、商业区等，为老

园区提供新的凝聚力和增长点。 

“新增”则是增加新的空间锚固点，并

建立与原锚固点之间的空间和功能联系 [24]。

以太原西山的煤矸石山为例，经过传统开

采和迅速建设阶段，煤矿被采掘，矸石堆

放于地表，形成了不断“生长”的矸石山景

观。在修复转型阶段，可以通过覆土、绿

化、改造和重构的方式，赋予其新的功能和

表2   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分类及内涵
Tab. 2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文化景观分类
Cultural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文化动因
Cultural motivation

价值体现
Embodiment of values

典型物质载体
Typical material constructions

工业设施与场地类 煤矿资源生产需求
体现开采加工活动与空

间组织布局的关系

矿坑矿井（段林沟古窑、1号井、白矿南坑、2号斜井等），

煤矸石山（南坑矸石山、松树沟矸石山、杜儿坪矸石山），

选煤设施，配套工业，供电和排水系统

铁路交通类 煤炭运输需要
体现开采加工与铁路运

输的关系

白家庄矿铁路专用线、官地矿铁路专用线、杜儿坪矿铁

路专用线、桥涵、车站、火车等

聚落生活类

满足矿工和居民日常生

活使用需求和丰富精神

生活

体现开采加工活动与聚

落、农业景观、宗教信

仰的关系

不同时期村庄，社区（包括日军戏台子、日军军官住址、

日军矿工区旧址），农业生产景观（梯田、果林），寺观神

庙（奶奶庙、老君庙、和谐寺、三官庙、尧舜禹庙）

军事历史类
满足日军压迫矿工、防

御功能

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

生活与军事的关系
日军碉堡（15座有7座遗存）

生态干扰和修复类
对煤矿资源索取和改

善生存环境的需求

体现开采加工活动产生

的生态破坏景观及生态

修复景观之间的关系

地质灾害遗迹（裂缝、坍塌、墙体开裂），水体污染和修

复（高家河和九院河），护坡工程，荒山绿化（昌旺林），

官地矿矸石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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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内涵。将遗留的煤矸石山转化为矿山公

园的新“锚固点”，既是矿山公园视觉和形

象上的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变革的

精神象征。

新的锚固点的产生需要用不同类型的方

法来实现。具体的选择取决于场地的特点、

历史文化背景、资源优势等因素。建议综合

考虑以上的方法，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

选择和规划。

3.3 新“层积”的活态规划和发展

与历史的“层积”过程一样，采矿迹地

未来发展同样具有“层积”的过程性。在修

复转型阶段，应传承矿业迹地各类文化景观

的完整性，延续彼此内在基因逻辑，为不可

预测或不受束缚的发展过程构建一套具有适

应性的框架 [25]。 

从空间“层积”过程看，西山煤矿文化

景观中生产和生活空间沿三条河沟及两条铁

路所在的山谷两侧分布，呈现自然和文化紧

密关联的整体景观风貌。未来规划应延续

历史的空间层积结构和肌理，新的更新和

开发方案评估应充分考虑区位与选址、形

式与外观、附加影响等方面对原有文化景观

的影响。从土壤修复过程、水质改善过程、

栖息地恢复过程、灾害调控过程等多个维

度建立动态“层积”过程框架 [26]。单体遗迹

在“层积”过程中，应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

系，对于价值较高、保存完好的遗迹，应

充分尊重现存构造、用途和意义，倡导谨

小慎微和可逆性修复的保护原则；对于价值

一般或保存状况一般的建筑，尽可能保护

其基本构造前提下，融入活态功能以实现

新的价值 [27]。

从文化“层积”过程看，不同时期的社

会语境、地方传统、价值观等对西山煤矿

5

4

图4  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类型
Fig. 4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cultural landscape types

图5  太原西山煤矿代表性遗产
Fig. 5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of Taiyuan Xishan Coal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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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文化要素的活态保护是促进社会可持续

（social sustainability）的关键 [28-29]，应积极探索

体制创新和多元融资策略 [30]。鼓励居民参与

文化景观价值论证、更新方案、运营管理的

全过程，从而使文化价值融入居民日常，促

进自发而良好地延续和传承。西山煤矿生产

生活中不断发展的文学、美术、音乐、人物

事迹等，可通过有形的视觉性要素如博物

馆、文教设施、解说系统，或无形的体验

性要素如开展文化活动、展会、科普形式，

加以保护和传承。

4 结语

太原西山煤矿文化景观体现了资源型

城市人地关系的互动过程、持续动态的生命

力和丰富的矿业文化内涵价值。从文化景观

和“锚固—层积”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可以

发现：西山煤矿依托自然西山山地景观基底

和自然矿藏资源，以采矿活动为内在动力，

以采矿点为锚固点，逐渐层积了自然与人文

紧密联系的工业设施、铁路交通、聚落生

活、军事历史和生态类景观。正如西山煤矿

所历经的沧桑巨变一样，处于城市更新背

景下的反向覆盖阶段的西山煤矿，应从“锚

固—层积”视角树立持续动态发展的意识。

一方面要将不同时期文化景观进行时序的

关联，梳理和再现其演化过程；另一方面，

要将不同类型文化景观进行逻辑和结构性

关联，建立从整体到局部的系统性保护和

更新体系，以期为其他矿业迹地保护和发

展提供参考。

注：图5-a源自参考文献[20]；图5-f源自参考文献[23]；
图5-j源自https://guandi.xsmd.com.cn/info/57319；其余图

表为作者自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