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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城市风貌新视角研究公共设施设计，分析了城市风貌与城市公共设施的系统影响关系，针对城市风貌视

域下公共设施“风”的设计缺失，提出了城市“风”倡导下塑造城市公共设施“貌”的思路和方法，并从历史文化维度、

自然维度、功能维度、序列维度、生态维度以及艺术特色维度6个维度进行论述，旨在探讨城市风貌视域下公共设施

构建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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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rresponding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dea and methods were raised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scape and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the style deficiency of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t propose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conducted by the scene and style of the city. Through the six dimensions of

the historical culture, nature, function, sequence, ecolog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it discussed a new design idea of

cityscape horizon guiding public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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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是城市环境与人互动的载体，

在这个复杂的城市有机体中，公共设施设计仅从使用

功能与美学的角度研究是不全面的，当把公共设施放

在城市景观体系下进行研究时，公共设施不仅仅是为

了满足人的使用需求，更体现着对城市空间的构成与

支撑，对城市空间系统性的完善以及对城市构成要素

的整合性思考。公共设施在城市空间中的重要地位

是不可取代的，优秀的公共设施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并能完善城市的服务功能，同时也代表着城市的精神

与灵魂。

1 城市风貌与公共设施关系解析

在古典著作《说文解字》中“风”指八风，8个方位

有其特定的风的属性。“貌”在《辞海》中指外在仪表和

形象、外观、神态等形象。城市风貌是指城市在不同

时期历史文化、自然特征与市民生活的长期影响下，

形成的有形的实体环境属性和无形的精神面貌特

征。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是代表我国最早的哲学思想论断。本文中所指

代的“风”和“貌”2个辩证统一体反映的是精神层面的

“道”和物质层面“器”的关系。“形乃谓之器”，“器”是

人可见的物质的具体形态。“道”和“器”是相互联系和

转化的，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统一的状态[1]。

城市风貌的差异使城市更具特色与辨识度，而公

共设施作为城市生活和文化状态表现的重要载体，同

时也承担着塑造城市地域感与可认知感的隐性功

能。良好的公共设施设计不仅是满足功能的物质形

态载体，也应成为城市的精神投射载体，通过物化的

精神，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城市文化意向需求[2]。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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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施设计在城市空间塑造中属于城市结构中的重

要组成要素，需要融入整个城市的设计系统。在公共

设施设计日渐文化荒漠化的当下，良好的公共设施设

计有助于保护城市文化脉络，培育城市归属感与认同

感，延续城市记忆。因此在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可以从

城市风貌入手，并遵循“貌由风生”的设计思路。

2 当下城市风貌视域下公共设施“风”的缺失

2.1 “千城一面”与“文化失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原本经历时间积淀

后应拥有独特风格与特质的城市，却如同格式化般生

长并呈现出高度的趋同化面貌，这种“千城一面”的灾

难正在扼杀城市的灵魂。在公共设施设计层面由于

缺乏城市风貌的影响与引导，设计观念单一外加在生

态、环保、审美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原则，导致不

论是设计师还是普通市民都不得不每天面对千篇一

律的城市公共设施，零碎的文化记忆使人与空间的关

系发生割裂，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公共设施设计

领域亟需加大在城市风貌特色方面的研究，挖掘文化

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投射

出什么样的设计面貌，提高公共设施的精神价值。在

文化传承层面，在继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在传

统的理论基础上深化拓展，并从更深层的文化美学上

寻找交融点[3]。

2.2 传统手法的欠缺

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城市中不仅仅体现为一种设

计思潮，更多地体现为东方智慧的结晶。在公共设施

设计层面，设计不仅是充满意味的传统符号或者传统

工艺，更应当体现在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生活哲

学、社会礼仪、情感等层面。西方设计各种风格流派

的产生，是源自西方变革的进程以及对政治、经济、生

活的综合思考，单纯借鉴西方设计理念而不扎根于中

国传统手法的设计，也就意味着用西方的哲学与生活

态度来蚕食中国的传统与生活方式。久而久之，设计

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一个缺乏文化生态

的国家，也就意味着逐渐丧失了民族的自我净化与更

生能力。古代的儒家思想所崇尚的和谐之美与天人

合一的哲学核心思想，为当代设计提供了智慧思考角

度，设计中应充分考虑传统，但传统不是静止意义的，

而是在各种社会互动中被创造演进的。

2.3 与区域环境相协调的缺乏

城市公共环境是一个系统，系统间相互依赖彼此

作用，每一个公共设施都是城市公共环境空间的一部

分。目前许多城市公共设施缺乏系统性，其中的重要

原因是管理分散和缺乏风貌规划引导。在管理层面，

候车亭的管理权在公交公司，垃圾箱等卫生设施的管

理权在环卫局，路灯等照明设施的管理权在电力局，

只有极少城市如北京、上海近年开始由市容景观处统

一管理。这项管理举措及其规划办法有效改善了设

施与环境的不协调，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城市公

共空间环境中每一个设施的存在都必须与区域环境

有明确的关系，需要建立明晰的个体特征及整体的场

所归属感，公共设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必须要

注意个体间特质的统一，将个性融入共性之中并与区

域环境的风格相协调，方能强调空间中的动态视觉形

象与连续美感。

3 基于城市风貌特色的公共设施“貌”的塑造

设计之道是精神，形式应精神而生，优秀的公共

设施设计是凝聚城市风貌并承载文化与时代主流价

值观的艺术，因此，公共设施设计貌的塑造要从历史

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功能维度、序列维度、生态维度

以及艺术特色维度6个方面进行思考。

3.1 历史文化维度

中国有句古语“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城市的风

貌因城市文化的差异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外在表现，因

此形成了庄严大气的北京、多元包容的上海、温情精

致的杭州等不同的城市面貌。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

脉都是无法拷贝的，公共设施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尊重

历史并将其置于城市深层次的文化特征背景之下，挖

掘并甄别与城市性格一脉相承的吻合特质，从特定地

域中凝聚隐含着当地人深厚情感的特有文化元素入

手，挖掘灵感。如遗迹、文物、绘画、文献传说、民谣等

历史积淀元素，通过设计构建公共设施使用者的集体

回忆与城市形象身份认同，隐喻时代精神与观念，传

递历史文化与风俗民情，超越静态组合赋予时空互动

的深刻意义[4]。改造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的“拨浪鼓”形

路灯，见图 1a，拨浪鼓作为古人走街串巷叫卖货物的

工具，是我国古老的玩具之一。“拨浪鼓”元素运用于

街道两侧的现代照明设施，再现了老北京建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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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文化、会馆文化、市井文化集聚地的古韵。

3.2 自然维度

自然地理条件是形成城市风貌特色的基础条件，

城市公共设施与自然间并无截然的界限，而是起着空

间的调和与过渡作用。公共设施作为城市环境的一

部分并不是孤立于环境存在的，面对着树木草地、林

立高楼或者江河湖海，公共设施置身于变幻的四季轮

回之中，不同地区具备不同的地形地貌与地理环境等

资源特点。公共设施设计要顺其自然并因地制宜，充

分考虑气候要素、场地关系、地貌特征，并关注人们在

室外环境中的行为特点与自然，尊重自然并充分融合

到城市区域整体景观中，彰显地方特色。候车亭设计

见图2。

3.3 功能维度

美国著名城市评论家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是“错综

复杂，使用多元化的”。人在城市中的活动通常围绕

居住、工作、交通、游憩四大功能展开，随着城市功能

的逐渐深化，公共设施的设计也伴随着城市功能的细

分在不同区域产生了功能差异。在区域功能的主导

下，公共设施的适用人群与设施本身的私属性级别存

在巨大差异。因此公共设施设计要根据住宅区、商务

区等具体用地属性进行，高品质的公共设施设计延长

市民在公共环境中逗留的时间，并满足人们私密性、

归属性、安全性等不同的心理需求。在居住区的公共

设施设计要更多地体现室内功能的室外化以及私属

功能的公共化，见图3；居住区空间布置得宛若室外起

居室像家园一样温馨，市民的生活因此变得温馨惬

意，充分体现了城市对人的关怀。在商务区的公共设

施设计则需要充分考虑人与人的交流互动以及休憩

需求，公共设施融汇人际脉络满足人际的聚合力，见

图4。只有充分考虑各功能才能塑造出适用的有人情

味的空间，只有人的参与，设施才具有其动态的灵性

和价值。

3.4 序列维度

在城市风貌整体塑造过程中，不同区域对建筑、

图1 北京前门步行街拨浪鼓及鸟笼形路灯

Fig.1 Rattle and cage-shaped street lights of Beijing Qianmen

pedestrian street

图2 与环境巧妙结合的候车亭设计

Fig.2 Shelters designs ingenious integrating into the environment

图3 居住区公共设施设计

Fig.3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livingspace

图4 工作区公共设施设计

Fig.4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workspace

a b

a b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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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公共设施的主从关系均有不同层级的要求，一

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需要上述构成要素的张弛有

度与清晰连接，在这个过程中要把人的感知需求放

在首位，以人的活动为主线串联各景观要素。城市

意向如同中国画似的移步换景，但要注重个体公共

设施设计与整体空间环境功能布局关系，要素间必

须充分协调、主次分明。与此同时，公共设施间的相

互配置要把握配置方式的主题结构，公共设施传达

主题要求，注重整体空间序列，以家族群体为基础单

位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有时同类相聚，有时则异类

相间。

3.5 生态维度

随着全球对资源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有关

资源保护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设计观念也在不断地

提出和实施。任何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要涉及到资

源问题，同样公共设施也不例外。公共设施设计必须

致力于形成优化的环境系统，关注生态环境，展现人

类与环境的共生，实现人与自然更新与更高层次的平

衡，这无疑属于设计观念上的变革。

1）有机自然观。公共设施设计应顺应自然法则，

环境塑造立足于关注设施使用者的人性情怀与万物

有灵、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设计师在材料选择、生产

加工、设施的使用与废弃处理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以

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通盘考虑节约环境，与资源

保护的原则，注重环境、生态、可持续的设计概念，在

设计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寄生关系，在人工物与自然物

中寻找平衡点。公共设施设计注重人与自然的交互，

将自然融入公共设施设计，整体宛若天成般的自然与

适意，见图 5。有机自然观引导下的设施设计体现了

设计者对生活的创造与反思，植入有机自然观念也意

味着设施将具有更广阔的生命力，并有助于缓解城市

所带来的高度秩序感，体现对自然的友好与尊重。

2）科技生态观。公共设施设计从经济、环保

原则角度寻找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物质或替代形

式，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以高科技手段解

决节能、采光等。例如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的

利用 [5]，见图 6。除此之外，公共设施设计在环境保护

层面也可以运用新理念进行设计尝试。例如，在室外

灯柱上安装空气过滤器，在满足基础照明功能的前提

下减少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减少环境中的污染。

3.6 艺术特色维度

公共设施设计的立足点不仅是城市的硬件设施建

设，应向着更具备美学意义、审美价值、更为艺术的方

向拓展。公共设施设计在艺术特色维度要体现最具地

域精神的要素以及彰显最具特色的材料视觉审美，诠

释时代特征并赋予公共空间以个性化艺术标识[6]。公

共设施如同艺术品般激活空间，具有艺术特色的公共

设施作品能够营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性化诗意空

间环境，增强城市空间风貌特征，见图7。

（下转第95页）

图5 将自然融入的公共设施设计

Fig.5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ntegrated with the nature

a b

图6 太阳能路灯

Fig.6 Solar street light

a b

图7 富有艺术感的家具

Fig.7 Furniture with artistic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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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清晰付费，理性消费。

3 结语

服装吊牌之于品牌的识别意义与外延价值，在于

树立良好的服装品牌形象，诱发消费者对商品的亲近

感和品牌特征的视觉记忆，从而方便消费者辨别与购

买，因此，通过吊牌的视觉效果打造服装商品的品牌

认同，是直接促进服装销售，提高服装商品价值，塑造

高质量服装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服装品牌战略

及其营销策略的重要组成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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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从城市风貌视角看待公共设施设计，跨越了公共

设施设计本身的思路局限，将公共设施放置在更大更

完善的系统下进行思考，并将其与城市风貌规划体系

进行有效衔接。优秀的公共设施能够塑造独特的城

市风貌，是一个城市传递城市文化的艺术名片，同时

有助于建立人与环境的交流媒介，强化城市风貌引导

下的城市认同感与归属感，如同海德格尔所述：创造

一个“诗意的栖息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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