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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9F_8E_E5_c61_451249.htm 城市文化广场是一个城

市历史文化的融合，是自然美和艺术美空间体现的场所。在

广场上可进行集会、交通集散、居民游览休息、商业服务及

文化宣传等活动。它的规划建设不仅调整了整个城市建筑布

局，加大生活空间，改善城市生活环境的质量，也让城市迈

上更健康、更文明、更讲究生活质素和城市文化的台阶。 城

市文化广场是以突出文化主题而在城市中人为设置以提供市

民公共活动休闲学习，改善城市环境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含义

的一种现代开放空间①。城市文化广场的建设作为一种公共

文化事业，与当地历史、文化相结合对本地文化和各地外来

文化起到了传承、开拓、创新的作用，达到了本地居民外地

居民聚集、交流、引导的目的。本文主要从文化主题的角度

介绍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主题原则。 1、城市文化广场设计

的基本要素 城市文化广场与其周围的建筑物、街道、周围环

境，共同构成城市文化活动的中心。 它的地点一般位于城镇

的中心地带，注具备公共性、开放性和永久性三个特征。城

市文化广场的建设布局选择应该注重城市整体性环境，优化

城市环境质量，环境品质的开发与协调。根据城市的性质与

规划构思决定其数量、面积大小、分布的位置，必须与城市

的规模、人口分布和广场的功能定位相协调。 城市文化广场

的面积。城市文化广场面积大小的确定，一般城市规划大小

决定。片面地追求大广场，不仅在经济上花费巨大，而且在

使用上也不方便；同时，广场尺寸不宜人，也很难设计出好



的艺术效果。文化广场尺寸太大会缺乏活力和亲和力。小城

市文化广场的面积一般在1~2公顷，大中城市文化广场面积

在3.0~4.0 公顷左右。广场面积应满足相应的附属设施，如停

车场、绿化种植、公用设施等。观赏要求方面还应考虑人们

在广场上，对广场上主体建筑有良好的视线、视距。在体形

高大的建筑物的主要立面方向，宜相应地配置较大的广场。 

城市文化广场与周边建筑的比例协调统一。城市文化广场的

结构一般都为开敞式的，组成广场环境的重要因素就是其周

围的建筑。结合广场规划性质，保护那些历史性建筑，运用

适当的处理手法，将周围建筑环境融入广场环境中去。广场

四周建筑物低、少，绿化多，广场显得开阔、通透；广场四

周建筑物高，处于高宽比1：2左右时，广场更显得有内聚感

。广场四周布满，广场显得封闭感、安全感好，界面漂亮。

如，天安门广场的宽为500米，两侧的建筑，人民大会堂、革

命历史博物馆的高度均在30~40米之间，其高宽之比约为1：2

左右。这样的比例使人感到开阔。并且在广场中央布置了人

民英雄纪念碑、大型喷泉、灯柱、栏杆、花坛、草地，特别

是建立了毛主席纪念堂，丰富了广场的内容，增加了广场的

层次，使人并不感到空旷。天安门广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

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典范设计。 城市文化广场的整体环境设

计要立足于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以此地的自然环境特征

和历史人文特色为依据，尊重历史、借鉴古今文化，让人文

跟广场环境设计结合起来。在文化广场中提供足够的铺装硬

地供人活动，铺设不少于广场面积25%比例的绿化地，为人

们遮挡夏天烈日，丰富景观层次和色彩。并且设置一些雕塑

、小品、喷泉等充实内容，使广场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感



染力。广场雕塑在阐释城市特征，表现城市文化，彰显城市

品格等方面匠心独运。可以令广场文化的内在品格得到凝聚

、激发和突显，撼人之内而迸发于外，让审美活动激动起来

。 同时，城市文化广场的小品、绿化、物体等均应以“人”

为中心，时时体现为“人”服务的宗旨，处处符合人体的尺

度。如飞珠溅玉的瀑布、此起彼伏的喷泉、高低错落的绿化

，让人呼吸到自然的气息，赏心悦目，神清气爽。城市文化

广场交通流线组织要以城市规划为依据，处理好与周边的道

路交通关系，保证行人安全。在广场内的交通组织设计上，

考虑到人们以组织参观、浏览交往及休息为主要内容，结合

广场的性质，不设车流或少设车流，形成随意轻松的内部交

通组织，使人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拥有欣赏文化广场的

场所及交流的机会。 例如：北京西单文化广场堪称现代城市

广场的典范。总占地面积２。２万平方米，其中广场占地１

。５公顷。广场为下沉式广场，整体呈环形，由台阶可以下

到广场中心。位于广场中心的采光玻璃锥，是整个广场的代

表性建筑，通过透明的锥形玻璃顶将自然光线引入地下空间

。广场上棋盘状的绿地构思别致，总面积约１万多平方米，

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广场上。广场共设有四个出口，可通往地

下三层的商业城、西单地铁站等。东北角建有公交车到发站

，并用地下、地面、地上三层通道空间将地铁站与公交站相

接，避免了交通人流和休闲人流的交叉。北侧通过高差变化

及空间造型设计，将广场绿地延伸到东北角公交车站顶部。

广场地下一层设有餐厅、商场、电影院，地下二层建有保龄

球场、游泳池、人造溜冰场等文化设施。 2、城市文化广场

设计的原则 城市文化广场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具有多种功



能的空间，是人们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公共建筑最

为集中的地方。文化广场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开

放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城市文化广场体

系空间结构；城市文化广场功能布局；文化广场的性质、规

模、标准；广场与整个城市及周边用地的空间组织、功能衔

接和交通联系。城市文化广场规划设计一般还应遵循以下原

则：“以人为本”的原则：一个聚居地是否适宜，主要是指

公共空间和当时的城市肌理是否与其居民的行为习惯相符，

即是否与市民在行为空间和行为轨迹中活动和形式相符。个

人对“适宜”的感觉就是“好用”，即是一种用起来得心应

手、充分而适意。城市广场的使用应充分体现对“人”的关

怀，古典的广场一般没有绿地，以硬地或建筑为主；现代广

场则出现大片的绿地，并通过巧妙的设施配置和交通，竖向

组织，实现广场的“可达性”和“可留性”，强化广场作为

公众中心“场所”精神。现代广场的规划设计以“人”为主

体，体现“人性化”，其使用进一步贴近人的生活。 地方特

色的原则：城市环境、文化反映城市的精神状态，城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也是决定城市品

位和城市发展潜力的文化力量。城市文化蕴含了整座城市的

活力、城市的吸引力、城市的生命力。首先，城市文化广场

设计应该突出其地方自然特色，即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气

温气候等。强化地理特征，尽量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艺

术手法和建筑材料，体现地方山水园林特色，以适应当地气

候条件。如北方广场强调日照，南方广场则强调遮阳。一些

专家倡导南方建设“大树广场” ②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其

次，城市文化广场还应该突出其地方社会特色，即人文特性



和历史特性。城市广场建设应承继城市当地本身的历史文脉

，适应地方风情民俗文化，突出地方建筑艺术特色，有利于

开展地方特色的民间活动，避免千城一面、似曾相识之感，

增强广场的凝聚力和城市旅游吸引力。如古罗马集会广场，

虽一度废弃，但从11世纪起，随着商业的振兴，城市的价值

又逐渐恢复，广场也得以复活。到了中世纪，罗马市开始向

外扩展，于是就把古罗马集会广场旧址和当时的广场巧妙地

结合起来，使其获得了新生。并以它为中轴，逐步拓宽了旧

罗马的版图。如济南泉城广场，代表的是齐鲁文化，体现的

是“山、泉、湖、河”的泉城特色。广东新会市冈州广场营

造的是侨乡建筑文化的传统特色。 效益兼顾的原则：城市文

化广场的功能向综合性和多样性衍生，现代城市文化广场综

合利用城市空间和综合解决环境问题的意义日益显现。因此

，城市广场规划设计不仅要有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而且还应

体现出 “生命至上、生态为先”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环境协

调发展的思想。首先，城市文化广场是城市中两种最具价值

的开放空间之一。城市广场是城市中重要的建筑、空间和枢

纽，是市民社会生活的中心，起着当地市民的“起居室”，

外来旅游者“客厅”的作用。城市广场是城市中最具公共性

、最富艺术感染力，也最能反映现代都市文明魅力的开放空

间。城市对这种有高度开发价值的开放空间应予优先的开发

权。其次，城市文化广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建筑

空间形态、立体环境设施、园林绿化布局、道路交通系统衔

接等方面。在进行城市文化广场设计中还应体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 突出“文化”主题的原则

：城市文化广场是相对于政治集会、商业、休闲等功能性比



较突出的广场空间而言的，顾名思义，它以文化活动为主要

内容，文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广场文化在城市文化广

场中成为重要的内容。广场文化是在广场这个特定的空间里

呈现出的文化现象及其本身蕴涵的文化特质。它包含的内容

：在广场上开展的专业或民间的艺术性表演活动，群众性的

娱乐、体育等休闲活动；绿色文化，运动文化，艺术文化，

休闲文化，商业文化等文化生活；文化气息浓厚的广场建筑

、雕塑和配套设施等为广场文化挖掘出更为深远的意义。这

些广场文化都是显示城市文化广场个性的具象。同时，各城

市区域、风俗文化的表现也是广场文化最突出的一种形式。 

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孕育的广场也会有不同的风

格内涵。把握好广场的主题、风格取向，形成广场鲜明的特

色和内聚力与外引力，将直接影响广场的生命力。不同民族

不同风格的文化特色，各种文化的交融已经成为城市文化广

场的一大亮点。广场文化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事业，对本地文

化和各地外来文化起到了传承、开拓、创新的作用，对本地

居民与外地居民也达到了聚集、交流、引导的目的。文化广

场活动，集文化、学习、娱乐、休闲、交际于一体。这种在

公众广场进行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已成为人们心灵沟通的

一种形式。使在广场上交往的人们可以享受到传统文化的气

息。 突出城市文化广场的个性，就要开掘地方文化的资源，

展示地方文化的风采，突出民族的地区性，文化的地域性。

在开展各种广场文化活动时，引入地方性的、优秀的民族民

间文化瑰宝引进广场。比如山歌，比如地方小戏等。引导不

同层次的群众走进广场，在广场的空间举行各种健康有益的

主题活动，将形成巨大的辐射效应，广场亦充满生机活力。



文化广场活动的组织着眼于居民的真实感情和 实际需要出发

，在人群当中集聚起一股积极向上的民间力量。 如西安市大

雁塔广场。以大雁塔这个1300多年历史沧桑建筑为真实载体

把广场中心轴三等分，进入广场首先映入眼帘的为八座大唐

文化柱及两座万佛灯塔，万佛归宗、盛世雄浑，堪称广场的

北门户。中央为主景水道，唐八大精英人物雕塑环绕水景四

周；四处石质牌坊为广场的东、西、北三个主要方位；现代

唐风的商业建筑分布于广场东西两侧。整体设计概念是以能

突显大雁塔慈恩寺及大唐文化精神为主轴，结合传统与现代

的设计手法，利用南北高差9米，广场设计九级踏步，每个台

阶五步，每级水池有7级叠水，与大雁塔7层相印合。把古西

安城的文化个性和大雁塔历史遗迹融为一体，体现了古都风

韵和现代风采的完美结合，使历史文化得到最好的延续。 3

、结论 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中，可以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建

筑学、生态学、环境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知识，结合自然

、结合人文、结合居民、结合城市、结合现代文化广场设计

基本原则，更好的展示了其多功能的特性，做到设计新颖、

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功能齐全，充分满足广大市民大到高

雅艺术欣赏、小到健身娱乐休闲的不同需要。创造出具有长

期发展潜力的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生活环境。 设计师也可以

在设计中融入自己的某种特定的思想与意图，将不同文化环

境的独特差异和特殊需要加以深刻的理解与领悟，设计出该

城市，该文化环境下，该时代背景的文化广场的环境。让代

表本民族、地区文化某一特定阶段主导地位的文化成果，经

过城市文化广场的演绎成为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规犯，准则

、时尚，并对该地区、民族以后的历史时期产生极为广泛深



远的影响。 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

位，优化城市空间，是城市文化广场建设的目的，也是设计

者追求的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