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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导向下的公共设施设计 

杨自强 
（太原理工大学，晋中 030600） 

摘要：目的 探索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对公共设施设计的影响与深度融合策略。方法 从公共设施的基本

概念及其与城市环境的融合趋势谈起，结合城市文化所展现出来的个性化、时代化、民族化等特点以及

其在其他外部因素作用下所展现出的特质，就公共设施设计与城市文化环境的共融展开探索，并分别将

造型、色彩、材质等关键的融合点加以论述，最后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在公共设施设计中所展现

出的文化的呈现与创新进行综合论述，分析未来两者结合的有效路径及注意方向。结论 作为一种特定

地域在历史发展中所沉淀下来的文化代表，城市文化有着特定地域下人们思想、行为表现所累积的特定

风俗及习惯，将其与公共设施设计相融合，提炼其中的精华进行发扬，可以充分展现城市地域特色，提

升城市文化属性，为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营造更多靓点。 

关键词：城市文化；公共设施设计；融合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9)12-0298-04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9.12.052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Urban Culture 

YANG Zi-qia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ulture and its impacts 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in-depth integration strategies. Combined with individual, modern and national features shown by urban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action of other external factors, the integration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and city culture envi-

ronment were explored. The modeling, color, material and other key integration points were discussed. Lastly,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culture presen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ublic facility design were selected to hav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o find an effective path and concerns for combination of them in the future. As a culture representative settled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 special region, urban culture has certain regional accumulation in people'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specific customs and habits. Integrating it with public facility design and refining the essence to carry 

forward, can fully demonstrate the urb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mprove the cultural attribute of the city and create more 

beautiful points for urban cultur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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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承载着一段特有的历史，也体现着一

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个

体单元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形成了协调的运作，从

而使得自身可以顺利并长远地发展。公共设施作为城

市文化与发展中的代表性组成，是最能代表城市个性

与文化底蕴的有效载体之一[1]。这是因为公共设施为

城市居民提供了各种公共性、服务性设施，满足了市

民的多样化生活需求，顺应了城市的发展，也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与城市的发展程度。可

以说，优秀的城市公共设施既具备基本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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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如果说居民是这座城市的主人，那么公共设施

就是其中的家具，是不可缺少的[2]。现今，鉴于我国

城市化发展较晚，相应的公共设施的开发与设计有待

进一步完善和升级，它将以更完善、新颖、丰富的姿

态来改善城市环境，形成独有的城市风格，提升城市

的文化魅力。 

1  城市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其发展过程中所凸显或深含

在内的独有的文化特色，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现，

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最终形成，因此越是历 

史悠久的城市，其越是有着相对深厚的文化底蕴，且

各 个 城 市 之 间 总 是 由 于 发 展 历 史 的 差 异 而 具 备 不  

同的文化底蕴，因此才有了不同的文化习惯与城市建

筑[3]。从整体上看，城市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方面。其一，个性化。在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

程中，不同的地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这一特点恰

恰赋予了城市更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第二，

时代性。城市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随着时代的

发展总是会不断加入一些新元素，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表征。其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

文化形式，在语音、思想、心理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

而这也更加凸显出城市文化的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城

市文化民族性内涵。此外，城市文化在城市发展过程

中也无形地融入了一些新元素，这些新特征便是受外

来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在原有文化特点的基础上的

升华与创新[4]。 

2  城市文化与公共设施的融合方向 

造型、色彩、材质是人们的视觉在通常情况下能

够有效辨别的 3 大要素。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其

造型、色彩、材质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且与城市整

体的文化特质相统一，展现出了极大的实用与审美价

值[5]。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造型的共融 

作为城市大环境的一部分，公共设施并不是一个

单独的存在，而是与城市形象相融合的特殊元素。公

共设施的造型多是从城市所特有的历史遗迹、文化元

素中去探寻灵感，如古迹、雕塑、文物、文献、绘画

等艺术形式。在不同的地域，又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呈

现出风格各异的公共设施设计形式，以迎合城市的文

化走向。突出代表是云南小镇、广州沿街雨廊、北京

四合院等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设计，其造型无

不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相统一，以此使城市

公共设施造型与城市文化相融洽。 

2.2  色彩的丰富 

通常，有色彩的物体总是能够先于无色彩的物体

进入人们的视野[6]。在公共设施设计中，同样要遵循

色彩的规律，既强调基本的功能价值的实现，又极力

营造一种独特的视觉审美体验，以满足人们对物质与

精神的双向需求。城市文化的色彩导向一般分为自然

色彩和人工色彩两大类。自然色彩主要是树叶、鲜花、

天空的颜色，属于自然界特有的色彩；人工色彩主要

包含城市街道建筑与道路界面的色彩等，属于城市发

展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色彩。基于这一色彩特征的公共

设施设计必须使得自身的色彩与城市色彩相协调，在

相对统一整体的色调背景下，提升公共设施色彩的文

化内涵，以色彩传达城市文化。 

2.3  材质的应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设计而言，材料是其进行造型

的物质基础，不同的材料由于质感不同，在温暖、

寒冷、粗俗、高雅等特点的呈现上多有不同，由此

也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设 计 感 。 可 以 说 ， 对 材 料 的 认识   

与 应 用 是 公 共 设 施 设 计 的 关 键 步 骤 ， 甚 至 很 大程  

度上决定着公共设施设计的成功与否。这是因为人

的触觉是比较灵敏的，对他们而言，公共设施的弹

性、软硬、光滑和粗糙等属性所展现的形式与效果

至关重要。尤其在城市文化导向下的公共设施设计

对材料的选择更要谨慎，要结合城市的现有资源及

文化脉络进行合理选材，再进行一些现代化的技术

性和艺术性的加工处理，使公共设施与周边环境融

为一体。 

3  城市文化导向下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对于城市而言，其文化底蕴的深浅主要在于其中

是否有文化的根基。个性、独特又底蕴深厚的城市文

化，总是能够与存在其中的各种事物完美融合，形成

富有城市个性的文化现象。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对城市

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碰撞出了许多火花，造就了

许多优秀的设计作品。 

3.1  讲究系统性 

与一般的产品造型设计不同，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虽然只表现出单个的产品形式，但是从整体的构成上

讲究系统性，所要实现的也是一个协调的整体。不同

的城市，不同的公共场合，其公共设施设计也是不同

的，这是地域差异的表现。无论如何特殊，如何个性，

好的公共设施设计总是能够将城市有机地联系起来，

让城市显得错落有序、焕然一新，进而烘托出该城市

的色彩特征及风格特征，犹如一张独具匠心的网，将

城市的文化与公共设施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此现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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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文化魅力[7]。 

这一点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城市中体现得更加明

显。很多沿海城市在公共设施设计中都以自身的地

理位置与文化特点相结合，深入挖掘城市独特的风

俗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现有的城市文化，从而造就

了一种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展现市场魅力的公共设

施作品。以盐城的城市公共设施为例，该地区紧邻

黄海，总体的文化更具沿海城市的鲜明个性，给公

共设施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实际的设计过程

中，设计师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地的公

共设施设计既强调公共设施的文化载体特性，又彰

显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追求宜居、宜人的绿色空间，

在增强城市形象和城市文脉的基础上，实现了整体

的和谐统一[8]。具体来看，盐城公共设施的总体规划

与文化定位较为统一明确，其多与该城市的街道、

建筑、绿地、自然环境相衔接，同时对盐城不同地

域下的城市历史进行尊重与还原，形成了文化传统

与特色人文的延续。比如，在青年路区域，公共设

施设计以“煮海水为盐”来突出盐城的盐文化，其形状

更以蜿蜒的方式来比作盐河故道的曲折，而街景小

品的布置也多以海浪、盐船打造，整体上形成了一

种浓浓的盐文化氛围，将海盐文化很好地展现了出

来。除了这样的文化特质的展现，盐城公共设施的

设计还与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白文化、红

文化、绿文化等相互结合，形成了文化上的大融合，

给了城市公共设施以清晰的脉络。 

3.2  强调科学性 

在产品设计中，科学性是设计师首要考虑的内

容，有了科学性的保证，便能实现更大的价值。随着

对科学性追求的日益提升，其主要展现出标准化、地

域差异化和人性化 3 方面特征。标准化是指在前人设

计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更加准确的设计标准；地域差异

化是指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所展现出的不同的文化特

点；人性化主要指多从人的需求考虑，从人的实际需

求和审美需求出发，设计更加贴合实际的产品。公共

设施设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以唐山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为例，该城市虽然经

济发展迅猛，但是在公共设施设计上还有所欠缺，

仍然需要进行名片的打造，以更好地展现唐山市的

城市文化魅力[9]。这就要求该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必须

从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质出发，适当地表现这些具有

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特征，提升唐山市的综合竞争

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唐山的评剧、皮影、乐亭大

鼓等艺术形式被称为“冀东三支花”，将这些地域文化

元素融入公共设施设计中，可以增强其自身的地域

文化属性，提升科学性。另外，唐山市公共设施设

计还要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人性化、

个性化设计，以此凸显舒适宜人性和特色鲜明性[10]。

以科学性的布局与设计打造别具一格、独特的城市

形象及风格。 

3.3  凸显艺术性 

公共设施虽然是一种更加强调功能性的存在，但

是艺术性也是其不可缺少的功能之一[11]。对于大多数

城市公共设施而言，其艺术性主要会借助造型、色彩、

材料、工艺、装饰、图案等审美因素进行体现，这其

中更多的是对城市文化的提炼与升华，有利于构建一

个融城市特征、文化、装饰、便利等特征于一体的优

美环境。 

哈尔滨的地域文化特征十分丰富，这些都给城

市文化环境中的公共设施艺术性设计提供了温床。

无论是特色鲜明的冰雪文化还是热情浪漫的哈夏文

化，无论是欧陆遗风的历史文化还是相互交融的民

族文化，这些都在多个角度展现了哈尔滨的地域文

化特色，凸显了城市魅力 [12]。从这些城市文化特征

看，其公共实施设计完全可以由此吸取营养，在多

样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实现特色地域文化的完美表

达，从而将哈尔滨市的地域特征赋予到公共设施中，

设计出有生命力的城市公共设施，达到巩固、宣传

城市文化的目的。 

4  结语 

公共设施作为一种传达文化的载体，其设计必须

依赖恰当的形式、色彩、材料和工艺等，同时要与所

存在的城市环境相协调，融合其中的典型文化元素，

展现独特的文化魅力，满足人们安全、私密、舒适、

发展、交往、审美等生理和心理需求[13]。如此才能给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提供生活上的便利，同时更好地适

应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人的社会需求和未来的需

求，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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