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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并对其在公共设施设计中的融入方式进行分析探究。

方法 从全新的视角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审视，从外在到内在，将其科学地融入公共设施设计，是当前

打造城市形象、助力城市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首先，就传统文化元素的大方面展开分析，并联系公共

设施的设计需求和审美表现等方面进行关联性探讨；其次，从提升审美、扩大受众等层面就其基本的应

用方向与原则进行归纳和整理；最后，分析 2 者的融合点，展开新与旧的博弈，以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为

基础，以有效延伸表现为重点，以工艺传承为宗旨，力图将其合理地融于公共设施设计中。结论 传统文

化元素作用于公共设施设计，能够以形式为载体，以文化为底蕴，能在增强公共空间中公共设施生命活

力的同时，让文化精神与美学情趣相融，促进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革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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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oday's society, and to analyze 

and explore its integration i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Examining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from a new per-

spective and integrating them scientifically into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external to the internal is an essen-

tial part of building city images and promoting city development. At first, analysis was conducted from major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Correlation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combination with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aesthetic ex-

press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Secondly, its basic application direction and principles were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from 

ascending aesthetic, expanding audiences and other aspects. Finally, the fusion of the two points was analyzed. The new 

and the old we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extra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focusing on the effective extension of 

performance and taking the inheritance of technology as the purpose, attempts were taken to integrate it reasonably into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n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can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ublic spaces with the form as the carrier and the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spirit and aesthetic taste can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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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是公共空间的主要承载物。其与城市的

整体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必须从人的视角出发，洞

悉人的审美情趣，从实用中升华出美观和内涵，以内

蕴取胜[1]。因此，有着剪纸、中国结、书法等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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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成为设计者聚焦的关键点。从中提取经典的

代表性文化元素，不仅能够体现城市的独特文化与特

色，构成这个城市清晰的文化脉络，甚至还能在一定

程度上代表城市的精神风貌。西安的大雁塔、杭州的

西湖等都可以作为代表性元素，融入当地城市公共空

间的公共设施设计中[2]。结合这 1 特点，设计者进一

步明确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在实际的设计工作

中开始重视和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元素符号，结合现代

设计手法，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设施展开了深入的

思考与探索。 

1  公共设施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原则 

从文化传承视角看，很多传统文化在当前缺乏生

存环境，需要在个性化的持续传承中得到人们的认

可，以防止出现文化断层；从城市发展视角看，对传

统文化元素进行提取和融合，能够给公共设施设计者

以更多的创造可能性，为个性化城市形象和文化性的

艺术表达提供支持。 

因此，公共设施设计中应用传统文化元素需要一

定的原则作为支撑，具体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审美性的表达。观者面对某一事物，常会对

其美丑进行 1 种衡量，或者来自感官层面的视觉体

验，或者来自内在的精神价值，这就是审美的体现[3]。

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设计应从审美的视角

进行完善，重视对人的视、听、触、动等层面的刺激

和关照，让人们在行走、小坐或视听等层面都得到理

想的使用体验，从而体现 1 种和谐之美，这便是公共

设施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 1 环[4]。具体来看，这种审

美体验可以是明代的典雅美，也可以是清代的华丽

美；可以是南方的俊秀美，也可以是北方的粗犷美。

总之，要带给受众舒适愉悦的审美体验。 

2）受众广度的拓展。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所

保留下的精华以及滋生的新意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

着特定时代的人们，甚至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

定的影响。从大方面看，传统文化能够激发人们的民

族自豪感，增强 1 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5]。将传统文

化中的经典元素应用于公共设施中可以满足不同层

次的人的需求，拓展受众的广度。北京的四合院文化

元素彰显着京城的规矩与大气文化，而南方水乡的代

表性建筑元素又将 1 种淡雅与柔情进行表达。这样的

个性化、特色化的形式表达，能够让公共设施的可接

受程度加深，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

的人得到自身所需求的 1 种精神共鸣，有利于长远传

承与发展创新[6]。 

2  公共设施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具体应用 

在公共设施的设计与更新中，延续传统文化元素

的精髓，不仅能够更加轻松地使人们对公共空间进行

深刻的认知，也能够给城市公共空间以更加协调的表

现形式。所以，我们在设计实践中不能简单地进行复

制粘贴，而要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入解读、发散和重

生。具体来看，主要可以归结为提取、延伸和传承 3

方面。 

2.1  提取精髓 

文化是 1 种软实力，是 1 座城市竞争力强大的表

现。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对此有着一定的依赖，有利于

彰显城市的个性特色和内在底蕴。传统文化中提取的

经典元素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其在公共设施设计中的

应用应慎重选择，结合城市特有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

艺术化的创造。传统建筑、手工艺制品、传统纹样等

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元素，充分而合理的应用能够将

传统文化精髓进行艺术化的凸显，让人难忘[7]。 

从公共设施的类型看，包括公厕、垃圾桶、标牌、

照明灯设施等。将所提取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元素与

这些形式进行有效结合，能够更好地引发受众的认同

心理，甚至带来强烈的惊喜体验[8]。成都宽窄巷子中

各个类型的公共设施设计就很有代表性，在文化精髓

的提取上很突出：在垃圾桶设计上，设计者所选取的

元素为古典廊亭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结合倾斜屋顶

形状进行和谐有序的设计，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特

质，有着很强的节奏感，更值得肯定的是，其各有特

点，并不会给人以审美疲劳的感觉；在标牌设计上，

设计者对书法元素进行了有效提取，尤其宽、窄 2 字

以米字格为背景，以古典书法书写，是对中国传统书

法文化的隐喻，也对 1 种轻松愉快的精神氛围进行了

营造和传达，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在照明设施的设

计上，设计者所选取的表现形式为木制窗花元素，传

统的审美形状有着浓浓的审美意蕴，也更加贴近现实

生活，在装饰的同时引得人们不自觉地沉浸其中，感

受旧时光的恬静与美好。 

这些细节之处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取值得肯定

和学习，不仅很好地装点了宽窄巷子的美好，也迎合

了人们的审美情感，有 1 种独特而深邃的文化内蕴。 

2.2  符号延伸 

传统文化精髓在提取之后，有时候需要对其进行

延伸创造，遵循城市的特色，也彰显 1 种艺术之美，

而不是简单地对其进行挪用和堆砌 [9]。尤其很多时

候，传统文化元素的深层内涵就是 1 种“精”“气”

“神”的表现，要能够与受众形成 1 种共鸣，以更具

时代感和艺术感的延伸应用来更好地诠释传统文化

精髓，带来更高级的视觉和审美体验。 

1）艺术的再现。再现手法主要借助 1 种情景再

现或者模拟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公共设施中，体现 1

种视觉的张力[10]。世界风筝都纪念广场中的民俗文化

长廊 2 侧安排的地灯选取的便是剪纸图案，儿童乐园

中的座椅也从虎头鞋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汲取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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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设计创造出虎头鞋造型的铸铜座椅。这些都是对

传统文化的 1 种符号化延伸，也很好地实现了公共设

施的系统化类。 

2）引用借鉴。这样的设计手法更加现代，主要

借助重构、夸张变形、空间转换等手法对传统文化元

素进行提炼与延伸。无论是造型图案还是纹样色彩，都

在延续性的基础上增加了现代感，是 1 种创新应用[11]。

成都的锦里古街是民俗魅力街区，不仅可以让人们从

中感受 1 种浪漫与休闲，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三国文化

与成都民俗[12]。其中的街灯设计借鉴了川剧三国人物

中的脸谱元素，以其纹样装饰灯体四周，同样，标识

牌的设计也引用了脸谱元素，并直接在木质框架上进

行镶嵌，既醒目又个性，还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让

整个街道一下子生动起来，趣味性十足[13]。 

经过了这些艺术化的设计改造，这些公共空间的

公共设施既内含深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又不落俗套，

与现代风格和谐相融，对塑造地域文化特色、传承发

展城市文化意义重大。 

2.3  工艺的传承 

在种类繁多的传统文化形式中，有很多基于材

质、色彩和工艺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大

众往往忽略了其所凭借的传统工艺精髓，很多时候只

会在有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后才有兴趣去进一步思考

和品位其内在的工艺传承 [14]。在现代公共设施设计

中，设计者要认识到这点，在注意传统文化元素的提

取和延伸的同时，对其工艺的把握也应不断深化，尤

其在当前各种现代工艺手法不断涌现和丰富的前提

下，那些闪耀着光芒的传统手法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

利用和创新，在契合之下实现更加理想的设计效果[15]。 

传统陶瓷元素不仅形式多样，还有着丰富的质

感。所凭借的喷、浸、吹、洒等施釉方法和贴花、彩

绘、刻划以及雕饰等创作手法很好地助力了陶瓷作品

的艺术效果。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要综合考

虑现实的空间环境和人们的审美喜好[16]，在遵循实用

和艺术的双重标准下，对陶瓷的釉色、空间组合等进

行合理应用，让公共设施的形式光滑圆润，有时还会

配合龟裂、气泡等肌理变化。总之，这些公共设施充

分发挥了陶瓷的质感优势来做核心内容的展现，在具

备安全性的同时，实现了 1 种人文美感，提高了公共

空间的舒适度，让人们在 1 种审美舒适、身心愉悦的

环境中充分缓解日常的劳累和压力。 

3  结语 

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数不胜数，无论是其形式与

内容，还是功能与审美，都有着现代公共设施设计值

得借鉴的地方。 

本文所探讨的将其融入公共设施中并进行一定

的延伸、传承和创新，所希望达到的是古典与现代的

有机结合，以便使公共设施更具生命活力，并为文化

的传承出 1 份力。 

综合来看，设计者应有大局眼光，不能以表面呈

现为追求，更不能以形式主义为傲，而是要将自己置

身文化视角，在实用与艺术的统一下，充分运用传统

文化元素于公共设施设计中，有的放矢地进行应用方

案的规划，让民俗风情、自然生态、地域文化内涵能

够作用于公共设施，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功能需

要，并为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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