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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公共设施中的地域文化元素表现。方法 城市公共设施是一座城市的独特风景，也是城

市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元素，在当前的时代发展步调下，其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在现实的设计实践中探

索城市公共设施的个性化、艺术化表达成为必然，而其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也趋向成熟。结合当前公共设

施设计中对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现状分析其中的问题，提出了几方面可遵循的应用原则，并分别就地域

文化元素在公共设施设计中的材料、色彩、造型和文化内蕴等细节展开论述，同时辅以几个具体的公共

设施设计案例，深入探讨地域文化元素在其中的融合之道。结论 公共设施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元素，

能够进一步将城市的特质和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进行表达，使公共设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现代生活需求，

也给弘扬城市传统地域文化创造了更多可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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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in Public Facility Design 

XU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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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public facilities.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re the unique scenery of a city and also an elemen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urba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ace of the times, their roles are more prominent. Therefore, in the realistic design practice, it is 

inevitable to explore the personalized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culture also tends to mature.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current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corresponding problems were analyzed to put forward several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vailable for fol-

lowing and discuss the details of materials, colors, shap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with reference to several specific design cases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inte-

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was deeply investigated.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can further expr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and the uniqueness of regional culture, so that public 

facilities can better meet people's needs for modern life, and create more alternative spa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urban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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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只要看到一个城市，就能从城市外在的

表现中看到人们在其中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现状。可以

说，城市的存在是一本书，其中记录着它的目标和抱

负，也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特质和人们的情感状态。这

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并不是信口胡言，而是有着一定

的道理。因为一座城市的整体发展与人们的参与密不

可分，而作为展示城市文化和品位的重要平台，公共

设施更是凭借自身的地域文化符号成为城市建设中

不可忽视的存在[1]。在城市的发展变化中，城市公共

设施不断丰富自身的功能与意义，也与城市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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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融为一体，即便公共设施多是在文化娱乐、交通、

体育、社会福利等方面提供服务的，诸如公车站、指

示牌、垃圾桶等设施因体量小，难以与城市整体环境

景观等大型项目并肩，但贵在自身的类型和数量众

多，有着极广的分布面，且直接为公众服务，所以已

然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2]。若要让这张名片更加吸引

人，使公共设施的存在与当地的人文、自然条件相统

一，就有必要将地域文化融入进来，以更具亲切感和

认同感的公共设施来打造城市风景线。 

1  城市公共设施中地域文化元素应用现状

及原则 

地域性是一种群体文化，是由于地理分布不同而

形成的一种自然生长的历史沉淀。这种沉淀渗透于城

市中的建筑、自然景观和人文特点之中，给人们了解

某一地域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3]。这一地域性特质在

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应用很有代表性，其不仅让生活在

城市中的人们感受到了一种人文关怀，还提升了他们

的认同感和幸福感。然而，当前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中，部分设计师在对地域文化元素的应用上仍存在不

同看法，他们常会对此忽视甚至不予采用，从而导致

城市公共设施的工业化、同质化特点突出。虽然在基

本的功能上满足了需求，却毫无地域特色，无论是材

料的应用还是文化的渗透，都缺乏视觉张力和情感吸

引力，这种公共设施在城市中的存在，造就了“千城

一面”的城市形象，毫无特点可言。 

如果想从这种不利现状中挣脱出来，实现地域性

公共设施的设计效果，达成个性化、特色化的设计目

的，设计师就必须从现实中找到规律，发现突破口，遵

循相关的设计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公共设施设计[4]。

第一，与自然相和谐。无论任何形式的公共设施设计

都应以自然环境为依托，将自然环境放在首位，不能

与自然形成对立，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应最大限

度地尊重自然环境和生态，做到平和城市建设和自然

环境，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开展地域特色公共设施设

计。第二，强调经济性。在公共设施的设计中融入地

域文化元素必须遵循经济性原则。这就要求设计师的

设计不能盲目随意，而应从实际出发，从设计需求和

成本、规划等方面逐一考虑，科学分析，让公共设施

的设计能够建立在高效、美观、经济、持久等特点的

基础上，从而更加科学地融入地域文化元素[5]。第三，

突出功能主导。公共设施设计在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

过程中，应考虑到整体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从更大的

地域范围这一环境语境中去探寻整体的设计形式与

功能特点，既要融合于公共空间中，还要往更大的地

域范围上延伸，充分考虑城市的空间与场所的格局和

精神，将地域文化和空间设计相结合，达到更加完美

的设计效果。 

2  地域文化在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应用创新

策略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其能否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带来认同感和幸福感，能否给来到这个城市的人带来

一种个性化、特色化文化特质的冲击，都是自身建设

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公共设施就充当了这样一种

角色，它给地域文化提供了展示和传承的平台，也提

供了城市展示魅力的空间，是其他文化元素难以替代

的存在，也是值得人们积极尝试与实践的重要方面。 

2.1  色彩的凸显 

色彩是产品外在最为直观的形象符号之一，将地

域文化色彩元素与造型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将地域文

化元素进行展现。只是这种结合是建立在与空间环境

协调的基础上的，既要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又要能与

环境相得益彰。比如，在色彩的应用上，我国南方城

市的公共设施可以选择相对素雅的色彩，北方城市的

公共设施则宜选择鲜艳的色彩，增添冬日的亮点，这

些都是地域文化影响下的色彩选择。成都天府广场的

图腾灯柱设计就将地域文化色彩融入其中，其采用绿

色作为主体色，这绿色是金沙遗址和三星堆出土的青

铜器的颜色，也是玉琮的颜色，而在灯柱顶部有一个

金色的激光演映球屏，之所以选择金色，是因为它是

太阳神鸟金饰的颜色。不仅如此，在灯柱上还刻有金

色的文字，更加鲜明地展示着巴蜀文化。这些色彩与

灯柱的造型元素、装饰纹样相配合，让人们深切地会

到了成都巴蜀文化的浓郁气息[6]。 

2.2  材料的应用 

材料是地域文化中的代表性符号，其在不同地

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造就了许多地域性材料，

这些材料适应不同的地域环境，是鲜明的视觉符号

之一[7]。将有着地域特色的材料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相融合，除了能够实现基本的功能，还起到凸显地

域文化特色的作用，同时更适合不同的地域自然环

境。比如，我国的西北部地区降雨少，属于干燥性

气候，其公共设施的材料选择就可以是竹木类，而

南部雨水较为丰富，其城市公共设施的材料应以耐

雨淋的塑料制品及不锈钢制品为首选。我国北方地

区相较而言更有代表性，处于温带季风和温带大陆

性气候的北方城市多表现为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

冷干燥，其公共设施的材料设计就应从整体上考虑，

既要具备防寒抗冻功能，又要有防腐蚀的作用。这

样对不同地域选用不同材料的设计方法能够更好地

凸显城市的自然之美，将一种地域文化进行放大和

展示，让城市的发展历史得以附着其上，从而更好

地实现宣传文化、解读文化的设计效果，让人们的

生活与自然环境更加协调统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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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造型的展示 

地域文化元素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造型实践

中表现亮眼，那些有着独特造型特点的城市公共设

施，大多有着独特的造型特点，而这一特点可以让公

共设施更加个性化、艺术化，从而将个性化的地域文

化特点进行了完美地展示。正因如此，最终才让不同

的城市有了各自鲜明的地域识别性，也才有了各不相

同的形象特征[9]。比如，作为我国政治中心，北京这

座城市的公共设施就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设计源泉，

公共设施更多的是展现古都风采。而作为我国经济中

心的上海对公共设施的造型设计更倾向于现代化，旨

在打造一种便捷的生活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城

市公共设施设计还从更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中汲

取营养，从中寻找可以借鉴的有效因素。这是因为这

些元素的存在有着其他文化元素所不具备的价值意

义，其能够在更大的意义层面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只要谈及某些非物质文化，人们就可以联想起某种具

体的物品[10]。鉴于此，设计师在进行地域文化的融入

时，可以将诸如年画等元素进行创新应用，或者简化，

或者夸张，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这不仅

可以让公共设施的造型更加新颖独特，还能够在组合

与创新中实现公共设施外在形式的创新，从而展示出

不一样的文化风采。 

2.4  功能的强化 

城市公共设施的存在意义之一就是功能性的需

求，其存在会在不同方面给予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

们一种情感层面的照应，或者给城市增添一抹亮色[11]。

地域文化元素的融入，也应该从功能的视角出发，结

合城市的整体特征、人们的诉求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进行功能的强化，以凸显地域文化元素的价值，发挥

更大的效用。这是因为城市是不断发展的，地域文化

和人们的精神诉求也会随之有所发展，将其与现代艺

术设计理念相配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组合、形式与

功能的创新，可以达成各种资源的有效平衡和统一，

实现理想的设计目标[12]。比如，将京剧脸谱融入城市

公共设施设计中，同时结合彩绘、雕刻等艺术手法，

将京剧与传统的文化元素进一步融合，同时配合现代

化的设计理念和手法，在公共设施中加入彩色灯光、

投影等元素，不仅可以让公共设施在基础性功能的发

挥上得到完善，还能够从文化、精神、情感层面进行

升华，展示城市的文化魅力。还有的公共设施设计从

当地的城市文脉出发，同时融入自然、科技、生态等

代表性新元素，更大胆使用新技术、新材料，也很好

地完成了浓郁地域特色和现代化城市环境的统一升

级，整体的功能性更加完善[13]。 

3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总是在有意无意间、在展示和内蕴

上或多或少地融入地域文化元素，所以其并不是一个

冰冷的事物，也不是一种毫无情感的存在，而更像是

一种城市地域特色、文化底蕴和审美水平的代名词，

也是城市经济实力和发展现状的展示和表达。提高一

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展示一座城市的人文特色和整体

形象，都有赖于公共设施的参与，有赖于地域文化的

融入。因此，有必要结合两者融合的优缺点进行设计

原则与方向的探索，无论是公共设施的色彩、材料，

还是造型、功能，都要逐一分析研究，从地域性的视

角进行全新的设计尝试，让地域文化元素真正发挥其

作用，为城市公共环境的升级提供更大的支持，从而

展示城市的特有风采和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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