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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基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对策进行分析。方法 通过对我国公共设施设计现状的

分析，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滞后，公共设施设计面貌

趋同；并且以公共设施设计需求为基础，分析城市地域文化发展的趋势以及城市建设对于对公共设施的

设计诉求。结论 指出了城市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相结合的必要性，并且通过对自贡井盐文化

公共设施设计实例的具体分析，详细论述了基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对策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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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the local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a's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it points out that tha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

balance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and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face convergence. In addition, it is based on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cultur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for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t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design examples 

of Zigong well salt culture of public facilities,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urban lo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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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国的经济稳步发展，城市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但是作为城市中重要角色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和

发展却是相对滞后的，城市公共设施同质化情况严重

并且缺少与地域文化的关联，成为我国城市公共设施

为突出的问题。本文基于城市公共设施的职能和设

计诉求展开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对策的探讨，主张城

市公共设施设计应在一般性设计原则的基础上强调

文化性，根据所在城市的文化、环境、适用人群等进

行“定制”，进而设计出独具风貌的新型环境产品。 

1  地域文化的多样化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

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形态大致包括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语

言特征、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文化形态，物质财富

形态大致包括在特定地域的传统生产工具、建筑景

观、历史遗迹、服装服饰、风景名胜、歌舞戏剧甚至

自然景观、自然资源等。总之，地域文化涵盖了这一

地区所有与人有关的物质精神形态[1]。随着全球化程

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和深

入，各国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而如今的现代文明

又基本是以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作为文明发展目标，

因此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呈现出与西方文化较高

的统一度，各国文化的个性随之减少。在我国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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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方面，盲目的学习和模仿，将西方模式植入本

土的做法在诸多城市依然可见，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

特性逐渐消退，城市建筑及公共设施的面貌也呈现出

同质化趋势。帕金森伊说过，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

险就是我们的城市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这是很遗憾

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乐趣来自于多样化和地方

特色[2]。这种“多样性”及“地方特色”正是地域文化

的集中体现，它是一座城市精神及价值的体现，是

城市发展的核心。 

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首先是城市文化的竞争
[3]。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 终必然以自己独特的

地域文化为基础而存在，地域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是

城市发展的需求。我国由多民族、多地区不同的气

候、地貌、历史等因素构成了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

物质文明表层的一致性不应掩盖地域文化的传统差

异，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应该守住的财富。 

2  城市公共设施与地域文化间缺乏关联 

城市公共设施是置放于城市公共场所的、供公众

使用的服务性设备或机具，主要包括与城市建设相配

套的地面铺装、树篱和盖板、道路指示牌、防护栏、

公交候车亭、停车系统、电话亭、垃圾箱、公共厕所、

饮水台、行动无障碍设施、视觉无障碍设施、绿景、

雕塑、水景、儿童娱乐设施、成人娱乐设施、道路照

明、景观照明等[4]。人、设施、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

是公共设施产品设计的目标之一[5]。 

城市公共设施的首要职能是以其特殊的功能为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便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公共设施的设计需求逐步升级，设计需求由

单一的功能性转向多层次，注重物质层面的同时实现

精神层面的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反映公共设施

带给人们美的享受、愉悦的体验以及独特的文化感。

城市居民是城市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其设计需求的转

变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城市公共设施的另一个重要职

能体现在它是城市形象重要的物化载体之一，分布在

城市的各个角落，与周围的建筑、景观融为一体构建

出城市的轮廓，成为公众感知城市形象的窗口，传递

城市文化的媒介。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大规模

的城市开发和城市改造随之而来，大部分地区都在建

设新的居住小区、城市广场、公园、商业街。但遗憾

的是，许多城市建设的面貌高度雷同，相似的街道、

广场、绿地等在全国随处可见，城市传统的地域文化

特征正在逐步流失。 

城市公共设施普遍缺少与地域文化的关联性，缺

乏个性和特色，这成为我国城市公共设施 为突出的

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应基于功

能性、安全性、与环境的整体性以及审美的艺术性这

些一般原则上强调其文化性，立足于地域文化展开设

计，专注于重建文化、生活与城市及城市所在地的内

在关联，使得城市公共设施既具有本土人文特征，又

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3  基于地域文化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分析

——以自贡井盐文化公共设施为例 

3.1  自贡公共设施设计文化定位 

自贡的公共设施设计文化定位来源于两个线索

的研究。对内线索表现在对自贡这个区域内产生的地

域文化的分析。自贡被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拥有三大地域文化资源：悠久的井盐产业形成的井盐

文化，恐龙遗址衍生出的恐龙文化，由旧时繁华自贡

灯会一直延续至今而形成的灯会文化。在这些宝贵的

文化遗产中，自贡的井盐文化是历史 为悠久，是对

自贡影响 为深远的地域文化。自贡公共设施文化定

位的对外线索表现在对中国范围内盐文化的分析。中

国盐产分为海盐、湖盐和井矿盐。海盐主要产自沿海

地带，比如江苏盐城是海盐文化的发源地；湖盐主要

产自西部内陆地区，而井矿盐场主要分布在中国南部

地区——四川、湖南和云南[5]。井盐以四川自贡 为

有名，井盐已成为自贡的一种文化形象。自贡井盐文

化是与其他城市相异，并且是本地区 有代表性的地

域文化。自贡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首先应围绕井盐文

化而展开，充分挖掘其内涵，塑造具有鲜明的井盐文

化特征的城市公共设施。 

自贡因井盐而生，也因井盐而盛。“自贡”取自旧

时井盐产业中这两个盐区的简称之和，自流井和贡

井。井盐文化可以概括为以下 3 个方面：1）历史之

，自贡井盐的生产开始于东汉，距今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在悠久的制盐历程中，自贡拥有一万三

千多口钻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保障人们的正常

生活做出贡献；2）产业之 ，井盐由 初的开采发

展成产业化的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盐商、

盐工交流之地，衍伸出会馆、住宅、祠堂、雕像等

建筑，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7]；3）技术之 ，自贡

是世界上第一个利用天然气的地区，这与自贡的地

质特征有关，也与先进的钻井技术息息相关。盐井

平均深度达 300 m， 深的燊海井深达 1000 m，口

小、井深使得蕴藏在地下深处的盐卤和天然气得以

被开采和使用[8]。 

自贡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将以城市各区域的功能

指向为基础，根据井盐文化的盐历史、盐人文、盐

产业、盐产品等内容，进行区域公共设施的文化定

位及设计。以下案例中的城市广场的公共设施设计

选择以盐产业为创意源，从盐产业的盐工艺、盐工

具、盐设备方面提炼和设定设计元素，构建公共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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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设计特色。  

3.2  自贡井盐文化公共设施设计案例一——笕管形

态公共座椅 

笕管（见图 1）是运输天然气的管道，是井盐生

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自贡地质特殊、地下资源

丰富，旧时盐井经过上千米的钻凿，可以采出盐卤水

和天然气，井口通过装置将水气分离，卤水由盐工运

输，天然气则通过笕管运输至煮盐、煎盐处。笕管用

竹筒制成，接缝处用涂有沥青的布条密封，长长的笕

管以流畅的曲线通向四面八方，布满整个盐场[9]。见

图 2，笕管形态公共座椅的设计根据笕管的特征，将

“管”弯曲、组合，构成优美的形态。旧时笕管的材质

被替换成不锈钢，以保证座椅的耐久性；坐面其中的

一根“管”采用木质，与其他材质形成对比，丰富视觉

效果。座椅上“管”的源头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石材，造

型稳固扎实。石材粗糙的质地显现出厚重、沧桑的历

史感，与“管”的高亮、光滑之间产生强烈的反差；石

块的简洁外形与“管”极具韵律感的曲线造型形成鲜

明对比，以构建公共座椅丰富的艺术美感。 

 

图 1  笕管                                 
Fig.1 Jian tube 

 

  图 2  笕管形态公共座椅 
Fig.2 Jian tube shape public seat 

3.3  自贡井盐文化公共设施设计案例二——点卤工

艺导视设施 

 “点卤”（见图 3）也被称为兑卤水，就是先将黑

色的卤水倒入锅中，再将黄色的豆浆用竹制管道注入

卤水，随之卤水成半凝固状态， 后经过煮制凝固成

盐。在这种传统制盐的工艺中，“点卤”仿佛“点睛之

笔”，是一道至关重要的工序。点卤工艺导视设施（见

图 4）就是模拟点卤时锅内水纹荡漾的动态，将卤水

的瞬间状态——“涟漪”作为视觉元素，形成导视设施

造型的亮点，也作为视觉中心，起到吸引和提示的作

用。导视的整体造型是一块不规则形态，形似历史悠

久的盐锅。导视设施的立面采用哑光质感的不锈钢材

质，倾斜的平面代表泛起涟漪的卤水，它由导光板注

模压制而成，导视和标示信息通过丝印方式呈现在导

光板上。导视边缘内置一圈 LED 灯带，丰富夜间照

明装饰效果。导视设施既可以为公众提供导览信息，

同时也是公共艺术小品美化环境，无论白天还是夜

晚，一圈圈的涟漪清晰可见，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制

盐工艺。 

 

图 3  传统点卤工艺 
Fig.3 Traditional point halogen technology 

 

  图 4  点卤工艺导视设施 
Fig.4 Signage facilities of point halogen technology 

3.4  自贡井盐文化公共设施设计案例三——天地辊

支道灯 

旧时盐井有人工钻凿井和自流井两种方式，自贡

市的“自”是因为自流井而得名，自流井对自贡来说意

义深远。上千年的制盐产业遗留下数目众多的自流

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制盐产业的繁荣。天地辊（见

图 5）是自流井的一个重要构建，这是与天车(井盐

架)、绞车连在一起的变向装置。当时的盐工运用物

理学原理通过天地辊将井中的卤水取出，创造快速、

便捷的生产方式，成为井盐开采工艺进步的象征[10]。

天地辊支道路灯（见图 6）的设计亮点来源于对“辊”

元素的运用，它体现在造型和功能方面。造型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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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辊作为创意源，取滑轮为视觉元素，将一大一小

的滑轮用线缆组合在一起，形成视觉上的动感；功能

上，滑轮内部设置 LED 灯，实现设施的照明功能。

夜晚，树立在道路两旁的路灯亮起，若干个滑轮仿佛

一直在转动，呈现出旧时盐业的繁荣与活力。 

 

图 5  天地辊原始造型                                
Fig.5 The original shape of heaven and earth roller  

 

图 6  天地辊支道灯 
Fig.6 The heaven and earth roller branch lamp 

4  结语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是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重要的

创作源泉，构建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设施的关联性是

塑造城市形象、传递城市文化的必要手段。基于自贡

井盐文化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与开发项目仍处于进

行过程中，此项目将围绕着井盐文化的各个分支内

容，按照局域化、模块化的方式持续开发出自贡城市

公共设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公共设施可以借鉴这样

的方式，立足于本地区的地域文化，通过对内与对外

线索的研究途径，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从而提出具

体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打造出这座城市特有的公共

设施，构建出城市崭新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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