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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城市家具设计的策略与方法。方法方法 在分析城市家具设计现状与不足的基础上，提

炼了城市家具设计的要点，提出了城市家具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通过具体的设计案例进行了说明与

验证。结论结论 城市家具设计应注重关爱性的功能、愉悦性的审美及反思性的象征三者的协调与融合，

在设计中应构建新型开发设计模式，将典型的城市形象符号化，并将该符号应用于城市家具的创新设

计中，通过分析阶段、整合阶段、设计阶段来实现城市家具的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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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strategy and methods of urban furnitur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rawbacks of urban furniture design，it summarizes the key elements of urban furniture design，

proposes the design strategy and methods and verifies the theory via design practices.Urban furniture design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caring and concerning，aesthetic pleasure and reflective
symbol，and construct new design pattern.The system design of urban furnitur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stages of
analysis，integration and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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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具”这一术语源于欧洲，其英文名称为

"Urban Furniture"，指城市中的各种户外环境设施

[1]

。

如果将城市比作家园，城市家具就像居室中的家具一

样，不仅实用，而且还有装饰和美化环境的作用。城

市家具是常用或常见的小尺度物质要素，它们形成街

道和广场的环境特质，是城市功能和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建筑师沙里宁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

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作

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家具自然成为了这一追

求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环节，甚至

是重要的点睛之笔。对于不同的景观形象，城市家具

的造型语言很重要，既要能符合整体景观形象的要

求，又不能对城市整体的景观形象有所破坏

[2]

。

1 城市家具设计的现状与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各地高楼拔地而起，城市景观建设得到了显著改

善，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但多数城市家具

设计在整体上与其城市整体形象不协调，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人性化关怀。城市家具的人性化是指在

人—机—环境系统中，考虑其独特的功能及情感意

义：功能上需要满足人的使用习惯，注意形式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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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匹配，推崇形式简单、操作方便与功能合理

[3]

。可

见，城市家具设计不应局限在功能满足的层面上，在

情感上也应该让人产生愉悦感和归属感。然而，目前

大多数城市家具脱离了城市的具体背景，普遍采用批

量化生产的设施设备，仅仅满足最基本的功能要求而

毫无特色，没有深入考察人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方

式，而且对生活便捷性的考虑也有所不足。

2）缺乏视觉的延展性。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地

形地貌各异，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也不同，使得各城市

显现出独特的城市精神及面貌。在近年的国际化大

都市建设中，城市的立体化交通，品质细腻与火辣热

情逐步深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这些城市的形象

特征并没有在城市家具上得到有效延展，特别是在城

市家具设计方面没有体现出整体的城市风貌，人们在

欣赏美丽城市的同时，却被大批量化的平庸的城市家

具所影响。各城市在大力提高城市形象之际，需要在

城市家具设计中进行视觉延展性的研究。

3）缺乏城市文脉的延续性。现代主义设计发展到

极致的国际风格，使得整个世界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城市建设虽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是城市固有

的历史文脉正在被割断，原有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

逐渐消失。反思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得到安逸舒适

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也失去了承载地区自然、风土以及

生态的特有文化。然而，地域文化及生活习俗作为一

定地区的自然、风土、生态等的承载形式，是经过长时

间的积淀而形成的特定产物，是一种“记忆”和“文脉”，

受到各地区的高度重视。当前，人们重新审视世界文

化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关注本社会、本民族所特有的历

史文化内涵，并将其注入产品设计中，从而在器物层面

上引起对过去生活方式的一种记忆

[4]

，因此在城市家具

中，这些“文脉”也应得到体现和延续。

2 城市家具的设计要点

城市家具的形象必然来自于其所在城市的形象，

成为城市形象的物质载体之一。而要恰当地将城市形

象融入到城市家具的设计中，就需要对其所在城市的

文化作深入研究。城市家具作为产品，其形态应该向

人们传达美感、引导行为、体现文化等信息

[5]

。任何一

个城市的文化都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包含着时代性和

历史性两个方面。历史性文化要求对历史文献进行深

度研究，特别是城市所处地域的相关神话、传说、信仰

等，抓住其中的精神实质并转化为形象要素。时代性

文化主要是城市在现代发展过程中的新精神，是城市

新形象的代表。而要在传承历史性文化与延续时代性

文化的结合点中塑造城市家具的形象，就必须深入到

城市生活中进行调研，在生活层面和市民的行为层面

中，将纵横的文化结合起来。设计师应通过对传统文

化符号、设计手法甚至加工手段的深入发掘，在当代语

境内赋予产品新的、可被当代人理解的文化信息

[6]

。对

于现代城市而言，其家具设计要重视以下3个要点。

1）关爱性的功能。任何一件城市家具都首先需

要具有有用性，在人—机—环境的系统之内充分营造

一种亲切、舒适的氛围。有用性主要指城市家具的操

作要使大众易学会用，互动的过程需要带来舒适、愉

悦的体验，功能配置要考虑城市的整体系统。其中，

功能充分体现人性化的关怀是塑造城市形象的关键，

这样的体验能够拉近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只有接受

才能进行体验进而产生认同。对于功能而言，只能从

科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明确地分析可能性而不是像诗

一样去处理诗意的东西

[7]

。

2）愉悦性的审美。审美的力量深深触及人心，无

论是追求“羊大为美”的感官愉悦还是追求“精神共

鸣”的精神愉悦，愉悦性对于城市家具设计而言，就是

要为大众创造一个轻松的氛围，从而增强城市的亲切

感。审美的愉悦主要来自于平整、明暗等感觉的领

悟，对于童年、自然、欲望等联想的感情，以及对于形

式、均衡、和谐等形式美法则的认知。通过这样使城

市家具的设计不仅美观、好看，而且更重要的是适用、

使用舒适、气氛愉悦

[8]

。城市家具的美学品质能体现

出城市的形象，以城市形象为出发点来塑造城市家具

的美感，能够增强其整体性和统一性。

3）反思性的象征。城市文化的彰显是提升城市形

象的途径之一，而城市文化主要通过符号化的手法融

入到城市家具的设计之中，通过反思该地域的文化来

促进城市家具中的象征意义，也是将城市形象中最为

独特的一面体现在城市家具中的必由之路。除了功能

与美感外，不同形态所承载的意义信息及文化内涵更

应该为设计师所反思，从而更好地象征城市形象

[9]

。

3 城市家具的设计策略

目前我国城市家具的设计在人性关怀、视觉延展

及文脉延续这 3 个方面尚显不足，而且未能将三者很

好融合，不能为民众提供宜人的生活环境，从而导致

城市家具难以发挥塑造城市整体形象这一基本功用。

策略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执行事先所制定的规

划，从而实现某种构想的观念。设计策略就是为产品

杨玲：城市家具设计的策略、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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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活动提出前瞻性的、策略性的、系统的建议，从而

为设计师提供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与方法，它通常表

现为一种目标与手段的结合体。对于城市家具的设

计策略而言，其目标就是克服目前城市家具设计中的

不足，使其能体现人性关怀、视觉延展、文脉延续及三

者的融合，并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法与手段，即在构建

新的产品开发设计模式下，通过城市形象符号化和城

市符号的创新应用两个阶段使该设计策略得到落实。

1）构建城市家具开发设计模式。在城市家具设计

中，设计师的个人灵感因其具有不可预知和重复性，不

便于推广应用；同时，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设计实践也

需要通过一定的模式作为桥梁才能实现。在功能满足

的前提下，设计开发凸显城市特色形象的城市家具是

既定目标，即通过城市家具来唤起人们对城市的印象，

从而达到对其的理解与体味。总体而言，在设计模式

的构建中要注意城市文化自身的特质与市民审美偏好

之间的统一，要注意理论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城市

家具开发设计的模式包括分析、整合、创新设计 3 个阶

段。在分析阶段首先要分析城市家具所在地的地域文

化、自然风貌、传统风俗等特征，通过对所在城市典型

文化特征的分析，形成城市家具造型的设计定位，并从

中提取典型的地域文化符号。在整合阶段，应从系统

设计的角度去考虑城市家具的功能设置，把功能作为

系统设计的核心，而方便操作、怡人且对环境友好则是

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还应把握时代的审美脉搏，

并结合本城市居民的审美价值取向，将典型的文化要

素进行提炼、加工和符号化处理，在形式美法则的框架

内进行设计组合

[10]

。在创新设计阶段，综合考虑所提取

的典型城市符号、城市家具的功能、美学形式及象征意

义，其目的是为了达到各设计要素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共同为城市的大众讲述一个关于城市形象的故事。

2）形象的符号化。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行动与

反馈都是通过处理符号系统来实现的，研究这些符号

的学说就被称为符号学，与产品设计关系最为密切的

符号学研究内容为语义学，主要研究产品作为符号的

意义。从产品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家具就应该作

为一种符号向人们传达城市的本土文化、地域风情及

人文传统，表现城市的独特人文环境。在设计实践

中，首先应该对具有典型城市特色的文化符号进行分

析与总结，并从中提取典型的线条、形体、色彩及其组

合。例如，重庆有着大足石刻等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就应该应用符号学的原理和方法，将这些非物质

文化遗产进行凝固化、片段化和符号化，并将其应用

在城市家具的设计中，使其最终融入到城市的文脉之

中。具体的方法就是对大足石刻的典型元素系统整

理与分析，并进行符号化的抽取。

3）城市符号的创新设计应用。在抽取了典型的

城市文化符号之后，就应该将这些符号作为设计要素

应用于产品的创新设计。其中最常用的是“隐喻”的

造型设计手法，通过分析与整合阶段所提取出来的

“所指”，在地域文化框架内选择合适的“能指”作为家

具造型的元素，在综合功能、审美、象征等因素的前提

下，结合形式美的法则完成最后的造型设计。在具体

的设计中可采用两种策略，其一是在现有城市家具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其文化、审美及功能的意义，以塑造

城市形象为核心进行家具类型、使用范围上的扩展，

形成形象鲜明的城市家具系列化特征；其二是巧妙地

将城市文化形态与家具功能形态进行整合，创新设计

新型的城市家具，其重点是城市文化形态的创新表

达。总之，城市家具设计的基本要素是功能，没有功

能城市家具将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城市家具的创新价

值则更多地体现在其象征意义与文化形态上，如果不

能融合城市的文化特性并彰显城市独特的形象，那么

城市家具也将失去其精神面貌。

4 设计实践

通过以上分析，明确了城市家具设计在现阶段存

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下面按分

析、整合、设计 3 个阶段，以重庆市为例进行城市家具

创新设计，以对该策略和方法进行说明与验证。

“生命之树”公共饮水设施设计见图 1（图 1-2 均由

笔者绘制），在功能上主要考虑到城市中不同群体饮水

的需要，从普通大众到特殊人群再到小朋友，甚至居民

宠物的饮水需求也被考虑在内，充分体现人性关怀。

造型设计上以作为重庆市市树的黄桷树为原型，其本

身就代表重庆人民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也暗示出重

庆作为新兴直辖市的活力。借生命之树、生命之泉的

隐喻，采用简洁的树干，质朴干净的造型，巧妙地引出

了设计的主题，即生命之水。从系统设计的角度考虑

城市家具的设计，把功能作为系统设计的核心，而方便

操作、怡人且对环境友好则是其主要的价值取向。结

合时代的审美脉搏与该城市原住居民的审美价值取

向，将典型的文化要素进行提炼、加工和符号化处理，

在形式美法则的框架内进行设计组合研究。

禅之小站设计见图 2。重庆大足石刻与敦煌莫高

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四大石窟

齐名，是重庆闻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具有极高的

42



第 37 卷 第 8 期

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其佛教、道教、儒教造像，真实

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而其

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又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重庆大足宝顶山的大足卧佛是半身像，后半身隐于山

石间，民间有此卧佛“身在大足，手摸巴县，脚踏泸州”

的说法，有“佛大不可度量”的意思。这种意在画面之

外的创作手法，于有限中产生无限联想，使卧佛成为大

足石刻中的精品。为配合打造旅游城市形象而对大足

石刻公交车站进行了再设计，在满足功能性需求的同

时，提取了典型的地域文化符号，引入大足石刻中“睡

佛”的造型元素对公交站指示牌、座椅进行了设计，在

综合功能、审美、历史文脉等因素的前提下，结合形式

美的法则完成了最后的造型设计。同时，该公交站设

计兼具旅游名片、文化名片和形象名片的功用，有利于

在城市中进行传播，激发本地居民的自豪感，同时也加

深了城市外来人员对于重庆的良好印象。

5 结语

城市家具设计的同质化是当下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一个好的城市家具在设计之初就应该从功能、

审美以及象征意义等方面作出深入系统的思考，力求

在以下 3 个层面上达到统一：首先是关爱性的功能，没

有功能就不是家具而失去现实意义；其次是愉悦性的

审美，一个家庭的格调和品味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客厅

的陈设来加以体现，而城市家具正好是城市的陈设，

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文化格调和品位；最后是反思

性的象征，一个城市需要通过反思去追寻自身的文

脉，去把握自己的传统和习俗，而这些也正是一个城

市有别于其他城市的形象所在。然而城市家具设计

的这 3 个层次的境界不是针对某一个城市家具，而是

针对城市家具系统，在城市家具这一系统中来实现城

市家具 3 个层面的统一。同时，在城市家具设计中还

应该考虑到场所功能、场地环境、建筑、人与时空等多

方面的因素，从而设计更好的城市家具，为城市形象

的塑造和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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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饮水设施设计

Fig.1 Public water facilities

design

图 2 禅之小站设计

Fig.2 Bus st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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