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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是城市最富魅力的公众空间，在城市设计中占重要

地位，被誉为城市的“客厅”。城市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可分

为交通广场、集会广场、纪念性广场、建筑广场、休闲广场

等，也可按所处地段而命名（如天安门广场，热河路广场等

）。 事实上，自二千年前在古希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广

场以来，广场不但是城市空间体系构成的需要，而且历来是

城市进行社交往来、休闲娱乐和信息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场所

，是人们接触自然、陶冶情趣的城市空间环境。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广场的多功能、多层次

属性愈益强烈。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广场是多元化、复合

型的。如：南京“新街口广场”和“热河路广场”均位于两

条主干道交会点，转盘中央立有中山先生铜像，渡江胜利纪

念碑，兼具交通和纪念性双重功能；大连“中山广场”既是

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则既是建筑

广场、交通广场，又是休闲广场、集会广场和纪念性广场。 

但是，不论何种广场，其使用主体都是市民。因此，城市广

场都是市民的广场，没有市民与非市民的区分。 个别城市把

某几个广场称作“市民”广场，是混淆概念，且不合逻辑。

笔者敦请业内人士不能受从众心理影响，不加分析地人云亦

云。当前所谓的“市民”广场，按其使用功能，实际上是休

闲广场。事实上，大多数城市并未将休闲广场称之为“市民

”广场，如：青岛“五四广场”，大连“星海广场”、“胜



利广场”，上海“人民广场”等。 明确以上概念，有助于城

市休闲广场的功能定位，有助于增强设计师的使命感，使设

计师进行创作时，致力于塑造多层次、多景现、多情趣的多

元空间环境，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具有高雅文化品位的多

样化活动空间，从而不断提高城市休闲广场的设计质量。 2 

关于“下沉式”广场 解放后，江苏最早的下沉式广场出现

于1985年连云港市淮海大学（今淮海工学院）校区规划设计

，但未实施。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某些设计师比较热衷

于“下沉式”，几乎成为一种时尚的新潮。但十几年来，总

的情况是规划设计多、付诸实施少，有幸实施的所谓“下沉

式”广场也是不如意的多，成功者少。 造成上述情况，有诸

多因素。依笔者所识，一个成功的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

应该兼具尺度、深度、空间的关连度三要素。 下沉式是城市

休闲广场的一种设计手法，下沉式广场是孕育于主广场（休

闲广场）中的子广场。因此，其母体主广场应当是尺度很大

，视野十分开阔的大广场，为了打破巨空间的空旷感和视觉

的单一感，设计师巧妙运用垂直高差的手法分隔空间，以取

得空间和视觉效果的变化，这或许就是“下沉式”创作思维

的原由。因此，主广场若非大尺度，设计师就不可滥用“下

沉式”，否则，很容易导致在方案阶段即遭否决。 下沉的子

广场，既然祈求取得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那

么，其下沉量就必然需有一定深度，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目

的。下沉量不大的所谓“下沉式”广场，如果置身其间，视

线所及，都是杂乱无章的人腿和车轮，丝毫没有空间尺度、

气氛、环境、视觉和场所转换的感觉，当然也谈不上美感。

不能把城市广场理解为一马平川的整块平地，况且，广场的



原地形总是高低不平的。设计师进行广场设计创作时，不能

把稍有高差的处理手法均称之为“下沉式”，正如没有人把

建筑平台、观景台等美称为“上沉式”一样。高差略有变化

的处理手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沉式”广场。 那么，下

沉量以多深为宜？这与子广场本身尺度有关。笔者以为，一

般应以人在子广场内尽量少看到蓝天、白云、高大树木以外

的近处地面场景为宜。 下沉式广场不宜设计成尽端式的孤立

子空间，它应当与邻近地下空间串连融合，成为整个空间序

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孤岛感的子广场，不易吸

引人流，而串连套合的序列空间方能引人入胜。 上海博物馆

旁的下沉式广场，它孕育于人民广场的巨空间中，下沉深度

达3 米以上，并且与地下商业街相通。由宽广的人民广场（

主广场）拾级而下，随着视点下降，步入相对恬静的下沉式

子广场。子广场内，草地、花卉、树木、造型简洁的桌椅、

别致的灯具，造就了环境宜人的庭院休闲空间，置身其间，

看不到地面熙来攘往的人群、车流和近处建筑群体，小坐稍

憩别有情趣，体现了空间、视觉和使用功能的效果转换。同

时，通过该子广场可进入地下商业街香港名品街及地铁站，

它既是地下商业街的室外庭院，又是进入主广场前的一个富

有生机的绿色过渡空间。 大连胜利广场位于市商业中心区，

南临火车站广场及著名的大连客站，北、西、东为市各大商

业圈。广场东北、西北分别为七层高的百货楼、美食楼，均

为欧式风格。地下为三层地下商业城，总建筑面积达147

，000 平方米。周边城市道路人行道上有三个台阶，拾级而上

进入地面广场。广场内，绿化与硬铺砌地面结合，配以休息

椅、灯具、花台等小品，也颇耐人寻味，具有浓郁的庭院风



味。广场中央成功地运用了下沉手法，籍以分隔使用空间。

下沉子广场北部为舞台，有经常性文艺演出，南部为看台及

小型足球场。盛大演出时，球场可兼作观众池座，而足球场

则增强了大连作为足球城的体育氛围。子广场下沉量有一层

楼高，使子广场与地下商业城附l层相通。整个广场（含子广

场）约有20个人行通道与地下商业城相通，集散便捷，还有4

个汽车通道可进入400泊位的地下车库。地下商业城内则有八

个通道，使人流可不经地面直达邻近各大商业圈。整个广场

动静态交通考虑周详，在处理手法上，上承与下沉浑为一体

，下沉则沉而不死，各相关空间串联组合，成为人流活动链

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沉量及尺度适宜，不仅出色地解决了

视线、功能和空间感的转换，而且满足了市民多层面的活动

需要。 江阴市政广场位于新建的市府大厦南，广场尺度较大

。原设计由南向北有向上微坡，以强化主楼的气势感。东部

长江中路两侧各有一个下沉子广场，以地下过人通道相连。

路南的子广场则与商贸中心、写字楼的地下层相通。该广场

设计不失为成功之作，1998年获建设部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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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