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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在带状公园设计中的体现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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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场所精神引入城市带状公园设计中,可以延续地域文脉,让人们产生强烈的精神体验,对于

园林的不同空间营造具有重大意义。 从场所精神的基础理论出发,阐述相关概念,总结场所精神理

论指导带状公园设计的重要作用,结合西安唐长安城遗址公园、洛阳洛浦公园两个案例,探讨带状

公园实际应用中场所精神的表达。 在带状公园设计中,场所精神可以通过 3 个方面来表达:合理利

用场地现有元素,尊重场地历史文脉;以园林景物的象征手法再现场地景观元素;注重地域文化与

历史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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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ing
 

the
 

spirit
 

of
 

place
 

into
 

the
 

design
 

of
 

urban
 

linear
 

parks
 

can
 

continue
 

the
 

regional
 

context
 

and
 

provide
 

people
 

with
 

a
 

strong
 

spiritual
 

experi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rea-
tion

 

of
 

different
 

spaces
 

in
 

gardens.
 

This
 

paper
 

expounded
 

related
 

concepts
 

from
 

the
 

basic
 

theory
 

of
 

place
 

spirit
 

,
 

summar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lace
 

spirit
 

theory
 

in
 

guiding
 

the
 

design
 

of
 

linear
 

parks,
 

and
 

dis-
cussed

 

the
 

expression
 

of
 

place
 

spirit
 

in
 

the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two
 

cases
 

of
 

Xi′an
 

Tang
 

Dynasty
 

City
  

Wall
 

Ruins
 

Park
 

and
 

Luoyang
 

Luopu
 

Park.
 

In
 

the
 

design
 

of
 

linear
 

parks,
 

the
 

spirit
 

of
 

the
 

place
 

can
 

be
 

express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rational
 

use
 

of
 

the
 

existing
 

elements
 

of
 

the
 

site
 

and
 

respect
 

for
 

the
 

histor-
ical

 

context
 

of
 

the
 

site;
 

the
 

symbolism
 

of
 

the
 

garden
 

scenery
 

to
 

reproduce
 

the
 

landscape
 

elements
 

of
 

the
 

site;
 

the
 

reprod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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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速,受西方文化的持续

性冲击,国内很多带状公园越来越注重外部形式,盲
目跟风、机械复制的现象比比皆是,地域文化被忽

视,公园设计越来越空洞和同质化;已建公园的内部

设计没有充分考虑人、场地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因此,缺乏明确的地方特征,园林景观缺乏对场所精

神的合理表达,城市记忆丢失。 带状公园不仅是一

个简单承载展现物质空间形态的场地,更重要的是

要与身处其间的人们产生思想与精神上的共鸣与互

动。 带状公园景观因其特殊形态,不仅反映了公园

特色,而且作为传承城市文脉的丝带,通过对特定人

文景观的感触,引发人们对历史文化、地域风情的再

认识、再升华,使带状公园景观不仅追求视觉的完

美,更多考虑情感与内涵的融入,将公园环境作为人

们沟通的纽带,营造出一个体现地域历史文脉并突

出本身鲜明精神的场地。

1 相关概念及内容

1. 1 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spirit
 

of
 

place)是场所的特征与意

义[1] 。 每一个场所均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这种区

别于其他地方的整体气氛,被称为“场所精神”,是
人的意识和行动在空间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有意

义的场所感[2] 。 场所精神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现实,
即场所的存在。 场所精神的缔造者诺伯舒兹(Norb-
erg

 

Schulz)认为场所是一个带有特殊性质的空间,
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物所组

成的一个整体[3] 。 将场地的地域文化内涵与人们

的活动范围结合起来,保证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相互

协调。 场所是一个具有特性的空间,而场所精神则

是人们在场所中引发一系列思想活动的特殊现象,
因此成为不同场所特征的区分点,并能使人们对特

定区域产生认同感。
在中国,建筑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最早应用了场

所精神,但随着设计理念的发展,景观设计、城市环

境、城市规划等其他领域也逐渐开始应用场所精神,
这表明在场所中营造的特征与气氛已上升至生活意

义的范畴。 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如出

一辙的城市景观、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甚至二倍速

的生活节奏,让人们感到迷茫和失落,心理上感受不

到认同感、归属感。
舒尔兹提出的“场所精神” 通过方向和认同两

个方面来体验场所。 人们通过“方向”对自己在场

所内的方位有了清楚认知,场所内的一切元素均能

影响其方向感,只有明白自己在场所内的位置,才能

产生安全感[4] 。 “认同”指人对环境的认知程度,了
解自身与场所之间存在的意义,使人在场所中产生

归属感。 场所精神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与

场所互动产生了场所精神,同时,场所精神将生活提

升到了精神层面。 人们的活动因地而异,因此场所

精神也随之发生改变。 但无论身处何地,场所精神

均来源于人们的心理认同[5] 。
1. 2 带状公园

带状公园是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6] ,是城市空间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元

素。 其不仅具有其他城市公园相同的特征,如美化

环境、促进城市发展、保护历史文化景观等,还拥有

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
一方面,带状公园的

 

“线形”形式给人不同于其

他城市公园的最直接视觉印象,而其独特的形态特

征具有城市走廊的功能。 带状公园的“线形”特征

将城市中的各种绿地连接成一个城市走廊,形成一

个满足人们需求的城市绿地网络[7] 。 可见,城市带

状公园不仅是城市景观空间的骨架,也是开放空间

景观设计的主要负责者和协调者[6] 。
另一方面,与其他城市公园绿地相比,带状公园

的围墙较少,更开放。 带状公园可以通过协调街道、
河岸、破坏区等关系,解决人口密集、资源匮乏、交通

紧张与城市景观之间的矛盾,创造一个生态上可持

续的城市绿地景观,为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空

间,满足人们交流、休闲、娱乐的生活需求。 此外,冰
冷建筑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城市更加人性化。
作为资源和物质的载体、绿色环境的门户、城市绿地

建设的基地和城市绿地系统的节点,带状公园在城

市绿地景观中占据核心地位[8] ,其本身也具有较强

的景观功能。
1. 3 场所精神理论指导带状公园设计的重要性

带状公园由于其独特的线形形态,能灵活地分

布于城市环境内,可以是带状分布于城市中的街道

绿地、滨水绿地或由建筑及道路围合而形成的绿地

空间,尺度可大可小[9] ,若要在带状公园中存在大

量吸引人们参与其中的场所,在进行设计时就应该

注重对场所精神的营造。 总体来说,将场所精神融

入到带状公园的规划设计中具有重要作用。
1)场所精神帮助营造不同功能空间。 带状公

园拥有各类空间,包括休闲空间、娱乐空间、互动空

间及活动空间。 场所精神构建的景观空间具有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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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带状公园需将场地所处的地域文化及人文历史

背景与景观完美融合,在带状公园中体现历史人文

精神。 对大众“可居”必需的物质产品以及“可赏”
的精神需求皆可满足。 但由于受后现代主义设计的

影响,在城市进化过程中盲目追求、千篇一律的问题

接踵而来,原本应形式多样、各显风貌的公园绿地变

得毫无特色。 面对带状公园中缺乏人情味与归属感

的枯燥环境,场所精神可渗入相关公园的不同功能

空间中,赋予其对应的特征精神,借此使大众的使用

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2)场所精神擅长呼唤大众的精神情感。 秀美

且独特的景观效果为人们的互动创造条件,具有

“寓教于乐”的作用,除对大众的品格和举止有影响

外,还能与大众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使身处其中的

人们获得独特的愉悦感,并产生方向感、认同感与归

属感。 公园中的景石、雕塑甚至大树,均对城市独有

的历史及文化有承载和诉说作用,这些物质被赋予

了超越其物理属性的意义,因此能极大地引起人们

情感的波动与共鸣[10] 。
3)构建场所精神能延展城市地域文脉,营建区

域特色景观,提高城市影响力。 带状公园作为城市

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布均匀、便于日常使

用,而且还拥有较短的服务半径,因此成为最深入人

心的一类公园绿地,在带状公园中场所精神的建立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带状公园建设时,深入挖掘场

所精神的内涵,利用带状公园较大的接触面将独特

的地域风情及历史文化展示出来,使人们在充满钢

筋混凝土的城市中获得方向感,给其留下独特的城

市印象,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可识别性,提高城市的影

响力。

2 带状公园规划设计现状及相关案例

2. 1 带状公园的发展现状

我国城市带状公园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由于

带状公园具有公共园林的含义,因此在漫长的中国

古典园林文化中只能找到部分带状公园的蛛丝马

迹。 1949 年后,中国的公共园林才有了较大规模的

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

院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城市绿

化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园林绿化工作才渐渐

走上正轨。 改革开放不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

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公园建设重新起步,不仅数量明

显增加,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 直至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在绿地系统基本框架中,许多城市均突出了

绿带,至此之后带状公园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合肥建成了总面积为 173. 6

km2、长度为 8. 7 km 的城市环城公园和花园街。 这

条绿化带软化了建筑的严酷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公园般的生活环境,开启了城市带状公园的新篇章。
济南长 6. 7 km、面积 4. 7 km2 的滨河公园突出了泉

水的优点和特点,而西安较大的环城公园,绿化宽度

达 200 ~ 300 m,体现了古风古制的特点,具有特殊意

义,成为人们喜爱的休闲场所[11] 。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

飞速发展的 10 年,“公园城市”已成为各个城市设

计的模式。 截至 2012 年,中国城市绿地覆盖率已增

至 3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及绿地率分别达到 10 m2、
39%。 由于带状公园呈斑块状分布,面积可大可小,
因此在城市中可以见缝插针地存在,城市绿地中带

状公园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加,并发挥核心作用。 从

海口西海岸带状公园到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带状

公园以其自身优势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及人们的

生活环境。
21 世纪,我国处于第二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

制造业的发展导致环境恶化加速,各城市注重对水

环境的保护,先后对滨水带状公园的建设制定了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规划设计,带状公园在我国大幅度

增加,并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及环境

效益[12] 。
2. 2 相关案例

2. 2. 1 西安唐长安城墙遗址公园

遗址是遗址公园展示的主体,主要向人们揭秘

遗址的文化内涵及价值,由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因
此,遗址的保存与保护是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同时

挖掘出公园新的使用功能,将对应的历史环境与空

间融合成新时代独特的景观文化。
唐长安城墙遗址公园南北全长约 3. 7 km,东西

宽约 120 m,位于高新区唐延路与沣惠南路之间。
修建公园时,李唐都城长安的规划框架被重点展示,
运用现代工程技术手段将城墙、城壕、城门、里坊等

要素再现于世人面前,行走其间,人们可以感受到

1 400 年前的城市规划布局。 公园“城内”和“城外”
两个区域的明显界限是城墙遗址[13] ,同时利用现有

植物营建景观,结合铺装技巧引导视线,对公园两个

区域的划分更加具象。 城内主要为里坊空间和城市

道路;城外则主要为护城壕沟和景观绿化,人们置身

其中,可以感受到“城内”秩序规整之美以及“城外”
自然意境之美。 同时,公园以雕塑小品、置石、景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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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载体(图 1,图 2),图文并茂地向世人展示

盛唐时期贸易、文化、科技及城市建设等领域取得的

傲人成就,进一步了解唐朝文化。

图 1　 文化石壁

Fig. 1　 Cultural
 

stone
 

wall

图 2　 牡丹景墙

Fig. 2　 Peony
 

wall

2. 2. 2 洛阳洛浦公园

作为中原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洛阳,素有“千年

帝都”之称,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与一千多年的定都

史,为洛阳带来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古都文化。 在洛浦公园滨水景观设计中,不仅

汲取中国传统园林造园经验,而且体现了对古都洛

阳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的

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气候温暖宜人,植物资源也

十分丰富。 洛河是洛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岁

月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洛文化。 洛浦公园由

西段洛浦秋风园区、中段中原明珠区以及东段历史

文化区 3 部分组成。 其中西段主要展现洛河北岸的

自然风貌,丰富的植物群落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中
段借景洛阳电视塔“洛浦明珠”营造出一个现代的

城市带状绿地,为人们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空间;东段

主要描摹记录洛阳的历史名人及事件。 洛浦公园以

保护场地自然生态并挖掘历史人文要素为基础,结
合现代理念与时代需求,从空间、自然、人文历史与

社会经济 4 个方面表达了场所精神的设计要素,继
承传统文化,反映洛阳的往日繁荣,为公园营造出整

体文化氛围(图 3)。

图 3　 洛浦公园场所精神要素表达

Fig. 3　 Expression
 

of
 

spiritual
 

elements
 

of
 

place
 

in
 

Luopu
 

Park

　 　 洛浦公园的建成改变了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呈
现出美丽的滨河长廊景观,增加了市民的休闲空间,
在公园设计时将景观与历史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更
大意义上体现了洛阳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实现了

园林艺术与历史文化的结合,将景观路线与历史文

化景观轴线贯穿起来[14] 。 公园内分布了反映洛阳

13 朝古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 14 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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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广场,即“河图洛书” “洛阳纸贵” “夏都斟

鄩”“商王祈雨” “会盟史话” “定鼎九州” “东汉太

学”“四夷里馆” “洛神广场” “建安风骨” “张衡三

仪”“蔡伦造纸” “李杜相会” “雕版印刷”,并以雕

塑、景墙、铺装等景观元素为载体(表 1),向人们展

示洛阳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人们在游览中感受场地

所蕴含的场所精神。 同时还修建了洛神苑、丝绸之

表 1　 部分景观元素体现的场所精神

Tab. 1　 Summary
 

of
 

some
 

landscape
 

elements
 

reflecting
 

the
 

spirit
 

of
 

place

景观
元素

名称 实景 场所精神

雕塑 工业的力量
齿轮 造 型,
象征洛阳的
蓬勃发展

雕塑 众芳唯牡丹 牡丹文化

雕塑 中国根 河洛之根

雕塑 玄奘西行

纪念玄奘不
辞辛 劳, 长
途跋涉取回
真经

灯柱 盛世牡丹 牡丹文化

景墙 班超出使
丝绸之路的
繁华景象

景墙 胡人·骆驼
展示西域人
到洛阳经商
的艰辛

铺装 枫叶图案
洛阳八景之
一的 “ 洛浦
秋风”

路及上阳宫游园等一系列主题公园。 这些主题广场

沿着洛水河岸线性排列,形成了一个具有丰富文化

内涵的带状园林景观,给居民或游客留下了深刻印

象,创造了独特的地方特色,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场所

认同感。

3 场所精神在带状公园中的体现

人们与场所互动可以感受到物质空间存在的精

神气质以及潜在精神,并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由此

产生场所精神。 带状公园场所主要包括物质景观实

体空间及与场地文化有关的精神空间。 因此,场所

精神在带状公园中的体现主要有 3 方面。
3. 1 合理利用场地现有元素,尊重场地历史文脉

历史文脉是场所精神的内核所在,场所精神的

营造不仅要尊重场地本身,而且需要通过不同的途

径传承历史文脉,充分体现场地的活力。 纽约高线

公园保留了场地中的部分铁轨、碎石、路基等,并使

用新枕木将其重新铺设,搭配野草,用铺装顺应铁轨

的走向,以此延续“高线”的历史文脉,形成了独特

的景观效果,使人们感受到城市的发展、时代的变

迁。 当地居民拥有的场地回忆已成为其生命中的一

部分而得以保留,并且发挥了新的功能,使其了解自

身历史的发展,知道自身从何而来,而又将走向何

方,这些都是场所精神的价值。
3. 2 利用园林景物的象征手法再现场地景观元素

由于场所精神是物质的抽象,可以巧妙地应用

象征的手法来表现历史场景和某些意向,使园林景

观表现得更惟妙惟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创新。 玛

莎·舒瓦茨的都柏林大运河广场,用大量竖起的红

柱象征场地中原有的芦苇,唤起人们对这片曾经的

沼泽地的场景回忆,或像是一座高高的红色灯塔,将
人们引导入这个安全的港湾。 美国的越战纪念碑则

用大地的伤痕,形象直观地表达战争在人们心灵留

下的创伤,给人以强烈的共鸣。
3. 3 注重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表达

设计带状公园要因地制宜,不仅要考虑环境因

素,而且需要为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体验,在展现城市

的历史文脉时,将城市文脉作为核心,追求精神上的

感受,通过各种设计表达方法,营造出独特的场所氛

围。 在园林中结合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提取城市

发展的特点,将地域文化融合入景观设计中,使人们

在环境中产生共鸣,以此更好地展现公园景观的地

域文化特色。 人们对环境的理解产生场所精神,因
此在带状公园的设计中,不仅要尊重设计原则,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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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场地地域文化与历史文化的表达。

4 结　 论

经济发展和城市复兴导致日益片面的城镇景

观,为使城市具有独特的内涵与地域特征,在城市景

观设计中,场所精神是不能被忽视的。 场所精神作

为景观设计的灵魂和目标,能够赋予场地独特的地

域特征和文化内涵,是创建个性化城市景观的必要

支撑。 在城镇化程度加快的背景下,更应注重保护

生态环境、鼓励“体验至上”的生活态度,传承发展

地域文化特色,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 带状公园作为城市的文脉传承带,建设

独特的带状公园景观是毋庸置疑的。 在进行带状公

园设计时,不仅要尊重自然生态,而且要善于挖掘地

方特色文化,运用地域特色的表达,保留特定文化元

素,传承地方文脉,进而彰显场所精神,打造出具有

场所感与认同感的城市带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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