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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设施在文化层面的全新表达及策略。方法 从城市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的重要

关系入手，结合城市公共设施的视觉污染、盲目照搬、功能与形式单一等现存问题，总结城市公共设施

文化元素的融入方式，如与文化结合、与环境结合、与发展结合等要点，从互动性、趣味性、人文性等

方面探究设计方法与策略，提出几个相关的实例进行论证，最后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出发，展望更加多元

化的设计思路与策略。结论 公共设施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导致了多种雷同、单一的设计现象出现，

不具备识别性的公共设施根本无法传递城市的精神文化，更无法去塑造城市形象，因此，分析中国城市

公共设施设计存在的弊端以及文化元素的融入，是展现独特的城市文化，造就独特城市形象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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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press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WEI Y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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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new expression and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cultural aspect. 

From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urban culture,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visual pollution, blind copy, and single function and form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were integrated, such as integration with culture, integration with environment, inte-

gration with development, etc. The desig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were explor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action, interest, 

humanity, etc., and several relevant examples were put forward for demonstration.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future devel-

opment trend, more diversified design ideas and strategies were envisaged. The mass and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of pub-

lic facilities leads to a variety of identical and single design phenomena. Public facilities without identification cannot 

transmit the spiritual culture of the city at all, nor can they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erefore, it is the only way to 

show the unique city culture and create the unique image of the city to analyze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design of Chinese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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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在评价某个产品时，早已不局限于单

纯的使用功能，更多的是对其是否满足自身精神层面

的现实需求的重视。作为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城市公共设施所塑造的空间、造型形体、色彩，

体现出一种人文价值，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也是

城市气质的重要体现[1]。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设施

设计已经和城市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其对文化元素

的运用与表达恰恰是城市基础建设中所需求的社会

功能性，可以体现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面貌，因此，

在实际的设计中，如果设计师只是将公共设施设计当

成一种规划或景观工程活动，忽视文化性表达，更多

的是进行一种功能、材料、技术的改进，那么这样的

设施便会显得生硬枯燥，毫无生命力可言。鉴于不同

国家或地域在各方面因素中多有不同，其对文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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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方式多有不同。具体到我国而言，人们对文化的

认知也是有所不同的[2]。文化与设计之间的关系便成

了设计界的一个新课题。将文化切入作为一种规律去

进行方向的把握，可以呈现高品质的公共设施作品，

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和精神

享受。下面笔者将从问题、融合方式及发展等方面展

开详细论述。 

1  城市公共设施现存的问题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在实用性方面，满足着城市居民的生活，
有着基础的功能性；在装饰审美性方面，既要具备陶
冶情操、增加生活情趣的功能，又要体现设计师的设
计理念和艺术造诣；在文化传承方面，还要调剂人们
的情绪，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
和陶冶，提高审美的享受[3]。在当前的社会现实中，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仍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第一，开发
不全，缺乏合理引导。无论美与丑，不管是喜欢或厌
恶，城市中的任何一幢建筑、一座城雕、一块指示牌
或广告牌，都是现实存在的。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引导，
更多地追求功利性，公共设施建设与市场发展的真实
需求相违背，不但没有起到装点城市的作用，反而增
加了人们烦躁和郁闷的情绪，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视觉
污染。第二，过于程式化，盲目引进照搬。千篇一律，
过于程式化是目前公共设施设计的另一大误区。由于
中国建筑设计教育起步较晚，设计师的整体水平与世
界水平存在现实差距。体现在公共设施设计中，主要
是考虑到整体的统一和完整性，盲目追求和谐，导致
整体效果急速下降，有的设计师还生硬照搬国外设计
师的设计理念与设计案例，没有从人的需求为出发
点，人性化元素不足[4]。第三，设施功能单一，缺乏
带动能力。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更注重居
住性功能的安排，只是将目光局限于设施的配套设
置，却忽略了其潜在的商业以及办公等价值，缺乏后
续发展的规划。这势必导致设施布局的分散，加上各
类设施的建设规模较小，根本无法带动城市的经济发
展。如此一来，在一些大面积的住宅区域，由于没有
形成应有的规模效应，公共设施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
多需求的满足。 

2  城市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要求 

作为一种社会公众使用或享用的公共建筑或设
备，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发展的一个补充，其多样化
的形式与功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给城市
的发展提供了条件[5]。事实上，除了基本的使用功能
外，城市公共设施还要具备文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尤
其是文化性方面的呈现，更是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每个城市的生存发展都是建立在城市历史文化的基
础上的，拥有文化内涵的公共设施能体现出特定的文

化意蕴和历史个性，表达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
民俗、审美、艺术等特质，引起人们的共鸣，进而产
生文化的认同感，使城市的风貌与特色在其中不断延
续与传承。第一，与主流文化融合。每个城市都有自
身独特且突出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
城市融为一体，将其与公共设施融合，可以产生更加
突出的设计效果，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促进城市的发展[6]。
第二，与环境融合。与环境融合，要求公共设施必须
与城市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相融合。从生态环境看，
要结合城市的季节变化规律进行设计；在人文环境
上，要积极接收新的社会文化信息，解析区域内部的
结构和不同的人文因素，满足人们更多的生理和心理
需求。第三，与时代发展同步。盲目地模仿现代时尚
设施是不可取的，同样的，一味地照搬照抄也行不通，
因此，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既要尊重和继承历史遗
产，又要与时代发展同步，进行提炼与创造，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让公共设施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3  实现公共设施文化设计的途径  

文化的含义十分广泛，之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主要包括文化、信仰、地理、美学、心理、生理方面
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凭空存在的，而是需要
人们情感上的共鸣，给他们提供新奇的体验。具体来
讲，主要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  文化的互动性 

增进设施与人的互动性，是提高设计使用价值的
重要方面。只有人们积极参与，才能从公共设施中体
会设计师所要传达的意境，从而理解其中更深层次的
文 化 内 涵 ， 唤 起 使 用 者 与 自 身 某 种 生 活 体 验 的 联   
想[7]。由于所处的环境、文化背景和思想等存在不同，
人们的使用体验会不尽相同，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体
验造就了人与设施的良好互动，帮助人们产生心理上
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
将焦点聚焦在使用者与公共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上，
满足人们传达信息与分享体验的需求。比如，给人们
的使用带来便利性，还能更好地建立信息的双向传
导；从公众角度出发，让使用者将其分享给处在同一
公共空间中的其他市民，实现交互信息的多向反馈；
充分利用周围环境、空间的因素，将城市文化符号与
地域性符号与城市公共设施相结合，给人以亲和、轻
松的氛围，充分满足人们的交互需求等。 

在一些公共设施设计中，设计师为了增强情境互
动，常会借助一些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进行互动性的
营造，并通过处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成为一
种有意味的形式。以情境互动体验为着眼点，设计师
可将一些雕塑作品融入其中，或者借助于其深刻的思
想内涵与设计师自身的想象力，实现对公共设施作品
的完善和再创作。在这样的公共设施中，情境感的艺
术效果异常凸显。当人们站在雕塑的镂空部分，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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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雕塑情景的一部分，便会激发用户的想象空
间，促成两者之间的互动体验，带来更多的使用可能性。 

3.2  文化的趣味性 

文化的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地域文化元素的融

入，还可以是更加有趣的表现形式。尤其在使用公共

设施时，部分人会有一些不文明现象。为了改变这一

现象，完善人们的行为方式，减少不文明行为的产生，

这时文化性便开始向趣味性倾斜，在其中蕴涵娱乐成

分，吸引人们去体验，满足人们天性中喜欢自娱的需

要，从而在寓教于乐中有效避免不文明现象的产生。

这就不得不对公共设施的各个细节展开分析，逐一进

行娱乐化的文化性表达[8]。在造型上，设计师要结合

公共设施的基本形态与功能，进行文化性表达，如师

法自然的仿生造型，主要借助仿生和模拟的手法，对

自然界的人、动物、植物的形态进行提炼，凸显公共

设施的情感与乐趣，引导人们文明行为的形成；打破

以往固有的认知方式，以某种不熟悉而吸引人们的注

意力的新奇造型体现出趣味，但要注意表达的角度，

不能以完全陌生的新奇让人产生一种距离感；放大常

见物品，或是夸张具体特征等设计手法的应用，可以

使公共设施产生幽默效果，以一种独特的亲切感拉近

人们之间的距离，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9]。在使用行

为上，文化的趣味性要求突出易用和乐趣体验，因此

在设计时要全面综合时间、感觉、情绪等要素，以合

理的尺寸、大方的造型、便捷的使用方式给人们带来

一种使用上的满足感，更多地体现一种文化内涵。 

3.3  文化的人性化 

设计的主体是人，其使用者和设计师也是人，无

论任何形式的产品设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尊

重人的生理尺度和心理尺度，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公

共设施设计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公共设施设计不仅

要考虑正常人的需求，而且还要照顾伤残人、老人和

儿童等的特殊要求，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环境[10]。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设施已经有不少无障碍设施

的投入，如火车站、地铁、飞机场中的方便轮椅的通

道和设施，商业场所中方便残障人士以及母婴使用的

卫生间，社区内的无障碍坡道等。其中所欠缺的是人

性化设计和城市环境的融合，其文化性元素不足。鉴

于此，在实际的设计中，设计师要根据该城市所处的

文化背景、地域环境、城市规模等因素的差异，对相

同的设施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除了基本的无障碍设

计理念外，还要更多地体现文化性，综合各种要素实

现人文价值的提升，达到供人使用和欣赏的双重功

能，利于方便人们和美化城市。 

4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公共设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作为设计师，

在充分满足公共设施的功能性、实用性、美观性需求

外，还需要把本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融

入其中，加入地域、历史、文化等元素，建设更加具

有设计内涵与意义的公共设施，这是时代的必然，也

是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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