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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方向及其对地域文化的解读与重构策略。方法 从文化与设计的关

系出发，分析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文化性表达意义及作用。从城市公共设施的现状入手分析不足，进而

分析地域文化对公共设施设计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城市公共设施中运用地域文化，最后分别选择商业步行

街公共设施、景区公共设施的地域文化构建及设计案例，总结未来城市公共设施与地域文化相融的注意

事项。结论 关注城市特定地域内的文化积淀，深入城市内部挖掘其独特的风俗及文化，不仅可以使公

共设施的具象美更加凸显，还能让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使人们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深厚文化底

蕴，是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展示形象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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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SUN Li-ju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hanxi,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direc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s well as interpretation and re-
construction strategy for reg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desig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and then start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alyzed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ects, and then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how to use regional culture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Finally, the regional cultural con-
struction and design cases of commercial pedestrian street public facilities and scenic area public facilities were selected 
to summarize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regional cultu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in the specific region of the city and digging into the unique customs and culture in the city, not 
only make the concrete beauty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more prominent, but also make the urban construction with more 
distincti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ke people feel the deep cultural background of a city. It is an image card for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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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是设计界的一个新课题，

二者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文化是设计的灵魂所在，

而设计又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因此，在各种设

计领域，人们总是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子，公共设施设

计领域同样如此。在城市的大环境中，建筑与公共设

施组成了其“肉体”部分，而文化更像是一个骨架，

支撑着城市的精神与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

发展与城市环境都是在人的活动中随着城市的发展

逐渐形成的，它们以一种物质载体的形式为人们提供

了赖以存在的大环境，并在精神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因此，文化对公共设施的

个性影响是巨大的，尤其地域文化与公共设施的关系

密切且相互影响，它们相生相成，使人们对生活的城

市有了情感上的依赖和文化上的认同[1]。在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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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计中，必须将地域文化元素进行全新的解读与

重塑，吸引公众积极地参与其中，满足其更高层次的

需求。 

1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的

生活质量迅速提高，促使城市公共设施朝着多元化方

向发展。但是，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

的阻碍，现有的城市公共设施仍然存在 4 个方面的不

足，影响了文化性的表达与实现。 

1.1  审美表现力不足 

虽然城市公共设施的主要功能是供人们使用，但

它的存在并不应仅作为一种城市化进程的产物，更是

一种城市特有的公共艺术品[2]。那些不和谐、不美观

的城市公共设施，即便拥有基本的使用功能，也只能

是一种生硬的存在，无法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品质契

合，更无法装点城市、美化城市，有的更是一种视觉

污染，不利于使用者良好情绪的产生。 

1.2  个性化有所欠缺 

在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中大多存在这样一种现

实问题，即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更无地域性可言。

事实上，城市公共设施代表的是一座城市的形象，其

统一性与完整性固然重要，但也要结合所在的城市特

色与环境特色，如果过于追求统一，根本无法实现更

大意义上的价值。 

1.3  盲目追赶世界脚步 

诚然，我国的设计行业与世界一流水平存在一定

的差距，但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更不能盲目引进，一

味追赶世界脚步。那些与中国使用者所处环境、文化

氛围及使用习惯等完全不同的公共设施设计是一种

文化误读，并不能给我国的城市建设带来更多的价

值，有的甚至会走进设计的误区。 

1.4  人性化设计有待提高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公共设施必须以人为

本，坚持为人们的生活服务[3]。但是，从实际来看，很

多公共设施设计并没有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只是作

为一种形式存在。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么便会极大地

限制公共设施的价值，无法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需求。 

2  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的主要

原则 

鉴于以上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存在的问题，不难看

出，想要改变现状，必须从城市的实际出发，从人们

的需求出发，设计具有独特性的地域性公共设施，在

实现其自身功能的基础上，与建筑一同反映城市的风

采和特色[4]。 

2.1  明确的主题定位 

好的主题有丰富的内涵，可以改变人们的使用感

受。所以，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地域文化元素融入

上，必须以明确的主题为基础，引发使用者情感上的

共鸣。在这个过程之中，设计师先要了解人群体验的

需求，从当地的文化、信仰、地理、美学、心理、生

理等方面寻找元素营造与强化主题，并在此过程之后

不断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尽全力为人们提供更好的

使用体验[5]。 

2.2  使用者的积极参与 

地域文化的认同感是促使使用者体验公共设施

的关键。所以，在设计时必须将互动性作为一项标准。

这就要求设计师从使用者的思想、经历、阅历、文化、

民族、背景等实际入手，建立人与设施的互动、共鸣，

增加公共设施的亲和力和吸引力，促使使用者积极参

与进来。 

2.3  体验创造的趣味性 

人们天性喜欢自娱。鉴于此，设计师在城市公共

设施设计中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感受设计，既要突出

地域文化特色，又要呈现出一定的趣味性，能够吸引

人去体验。有了精神上的愉悦和趣味，才会引发使用

者文化层面上的感悟，对其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元素

形成更深的认知。 

2.4  个性化的思维模式 

地域文化元素的解构与重塑并不拘泥于固有的

形态和意义，融于公共设施设计时同样可以进行个性

化的改造和创新[6]。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魅

力，所以才有了水上之都、音乐之都等，而这也是城

市的标签，沉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这一角度看，

地域文化元素要以更加个性化的形式融入公共设施

设计中，让那些初次到陌生城市的人们也能通过所看

到、接触到的公共设施感受其文化魅力，感受城市的

个性。 

3  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应用

策略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包含多个方面，涉及商业步行

街、城市广场、社区、景区、公园、学校等，每个方

面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魅力。下面主要选取其中的商业

步行街和景区的公共设施设计进行具体的探究，总结

其中值得借鉴的地域文化融入原则与其所展现的艺

术魅力[7]。 

3.1  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的地域文化设计 

作为城市中独具魅力的公共空间，商业步行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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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展示城市经济与文化的重要窗口。但是，在当前

的很多城市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中，并没有对当地的

历史文化和地域元素进行展示，很多千篇一律，虽然

在使用上较为便利，也有自身的一些时代性，却总是

给人一种枯燥与乏味感[8]。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凸显

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不一样的城市商业步行街公共设

施，设计师开始了如下尝试。 
1）统一化。要想形成个性，打造不一样的地域

风格，城市商业步行街公共设施必须从统一化角度出

发，尽可能采用同一种材料、同一系色彩、同一种设

计手法，使自身异于其他，但又保有个性。苏州古城

中心的观前街统一将公共设施融入姑苏文化元素，营

造一种典型的江南园林风格，同时将黑、白、灰作为

主色调，很好地其别于其他商业步行街，形成了独具

一格的艺术魅力。 
2）个性化。将地域文化进行个性化应用，可以

在艺术表现力和表现风格上形成独到的魅力，既与本

地域人们的审美相一致，又避免了公共设施在物质材

料处理上的单调及工艺美学上的贫乏。北京前门大街

的公共设施十分个性化，尤其是传统的糖葫芦造型的

路灯和以传统以鼓为原型的前门大街内部凳椅的设

计，都是具有深远文化内涵的独特形式，既有着童趣

性，又十分契合老街的氛围，给人以满满的回忆。 

3.2  景区公共设施的地域文化设计 

旅游景区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缩影，在展现地域文

化和特色的同时，也在不断被现代化、商业化。其中

的公共设施更是一个景区的形象代表，有着重要的价

值意义。所以，在对该区域的公共设施进行地域性表

达的时候，必须在确保设施的功能性和完整性后，融

入特色的设计元素，将景区文化进行延续。中式园林

公共设施设计就十分注重地域文化的融合，寓情于

景，情景交融，创造出舒适、宜人的休息环境，给人

以深刻的印象和舒适的体验[9]。在过去，园林公共设

施并没有引起重视，无论在数量还是形式上都相当贫

乏。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更新，

园林公共设施设计在色彩、质地、造型等方面进行了

不断的改进与完善，逐渐形成了特色化的地域性文化

表达[10]。在色彩的选择上，设计师强调“时遵雅朴”，

尊重色彩的联想及其象征作用给的人不同感受，为了

表现材料本质的美，并不会在其上乱施油彩，也不会

任意雕镂，整体展现出一种本真的特色。在质地的选

择上，园林公共设施多会选择塑料、不锈钢等人工材

料，木材等天然材料，以及人工材料与天然材料结合

的形式，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应用，重在塑造具有地方

特色、风格化的公共设施。在造型的设计上，设计师

多采用具象和抽象两种基本形式，在传统造型中提取

符号，结合点、线、面等要素进行设计，力求将物境、

情境、意境融为一体，更好地凸显地方特色、中国园

林特色及单体的艺术特色。 

4  城市公共设施地域文化元素重构的发展

趋势 

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提高，对城市公共设施

地域文化元素重构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希望借此给自

己的生活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11]。综合来看，主要包

含以下 3 方面。 
1）智能化。将科技产品融入公共设施中，与地

域文化元素进行全新的碰撞与融合，打破传统设施的

使用率和便捷度，以更加多样化的材料、色彩、造型

赢得人们的喜爱。 
2）人性化。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对于城市公共

设施而言，以人为本都是不变的真理。所以，在设计

时必须重视人性化原则，将地域文化元素与人们的实

际需求相结合，便于人们辨别和使用，照顾到所有人

的行为心理需求[12]。 
3）艺术化。城市公共设施还要在审美上下功夫，

结合使用者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道德标准等特点，

在尊重、继承和延续地域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

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的设计理念，或者进行更加个性

化、艺术化的创造，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代表一种

文化的传承，一种情感的传递。 

5  结语 

城市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城市历史是其代表

性元素，其中的公共设施反映的是人、文化、环境三

者之间的关系，蕴含着整个城市的风格与底蕴，同时

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精神风貌的展现 [13]。因

此，在进行设计时，设计师必须从城市的地域文化元

素着手，挖掘其中的精髓，与个体性设计进行全新的

搭配与重构，拓宽城市地域文化内涵，促使公共设施

设计由功能主义向文化设计、审美设计和个性设计方

向转变，在传承地域文化的同时，为城市文化与城市

建设营造更多靓点，塑造城市多样的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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