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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 鲍继峰等：沈阳小南墨圭塾兰二塑多兰!竺!堡——一——j旦一
半刨形广场半径为55 m，是该环境的核心·广

场由于是半嘲，本身并不完槎，它与教堂建筑北部

的半恻结陶呼应，广场与教堂共同形成一个完整

圈5教堂广场规划透视图

广场的剖面关系对环境形态有至荚重要的影

响教堂所在地面比基地南部地面高出2-1 m，设

计哲将广场南部环形道路抬起，和教堂门I；i_『道路

标高齐平，主广场形成下沉式空间，南北轴线最南

端设广场水平入If，入口通道两侧没卫生间和自

行自：库．这样既解决vf十方自平衡问题又为必要

的服务用房安排了恰当的位置(见图5、圈6)·这

个下沉式广场不是“非其地而强为其地”，而是自

然而然生成，是基地本身给了设计者“灵感

图6广场剖面形式分析图

(2)视觉的强化 良好的视觉条件体现在恰

当的空间关系中当八们站在景物高二倍位置时，

是看清景物的最佳视距．当站在其高三倍位置时，

是观察景物整体的良好地点

囝7双重译码图形示薏

广场区半丽弧形所在之处到主教堂距离恰好

是建筑物高的二倍，而广场南部的圆形道路附近

叉正好是距大教堂三倍距离的地方，这些有恿识

组织的视觉空间为观察沈阳著名的历史建筑提供

了绝佳条件(见图3、图5)教堂东部休闲区主要

为绿化，成为教堂东侧单纯的衬景，为小南路上的

人们观赏建筑群提供了有利条件．

(3)周边建筑立面改造 为突出教堂区主体

建筑、强化建筑对开敞空间的围台效果-营造整体

的环境氛围．对周边12幢杂乱的建筑立面进行了

整治，在改造中综合考虑了整体性、艺术性、‘1】行

性、经济性等淆凼幂．

3．2双重译码手法的运用使景观意向多元化

城市设计手法的运用使设计结构“灰化”到基

地中、融合到城市中，双重译码手法(见翻7)的运

用使景观在不同人的审美感受巾得到合理诠释，

从而使冲突的矛盾“灰化”为要素的融合

广场沿环路设置了12个灯柱(见图5)，不I司

的入或可理解为划分空间的手段，或可理解为基

督的12个门徒，当然也可理解为‘年12个月的

四季运转；静思园(休闲二区)内的小品“苹果”，既

可理解为休闲性质的景观．也可“联想为亚当夏

娃偷吃禁果而犯下的“原罪”，当然也意指对物欲

过分追求的警示；方舟园即是儿童的游乐场，也隐

喻了“挪亚方舟”的故事，警示世人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爱护环境；广场铺地图案(见图5)是主教堂

攻瑰窗的艺术化，象征着美好的生活和光明的前

途，同时它也拉近了建筑和广场的密切关系一

场地图形的性格沿南北轴线渐变．越释近教

堂，构图越规整，气氛越庄重，越远离教堂，构图越

灵活，气氛越轻松．这种渐变同样是一种“灰化”，

是对多样性的。种整台(见图3)．

景观构图的“性格与联想”手法的运用，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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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南天主教堂广场环境以双重意义，人们在这里

休憩、娱乐的同时将会受到建筑艺术的熏陶，认识

多种文化的风采

3．3尺度梯度手法的运用使空间层次丰富化

勾不同需求的人提供相宜的空间，这是场所

精神的重要原则．过去小南天主教堂附近没有一

处公共社会空间，市民健身室外活动多在人行道

上进行没计者除了组织约4 000m2的下沉广场

外．还组织了多处从20 m2～400 m2不同的活动空

间，空间形式有半圆、圆形、方形、梯形、线型等不

同的形式，目的是为不同的社会角色、不同的人群

安排不同的场所，以尺度梯度组织公共的、半公共

的、半私密的社会空间，当看到不同的人群惬意地

活动在他们认为适意的场所，这是设计者最大的

心理满足

这种尺度梯度的手法也是一种“灰化”，开敞

空间的梯度组织适应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消解r

不同活动条件的矛盾．

3．4注重生态建设的手法加大绿化的比重

设计中有意识增加绿化比重，使绿化率达到

40％以上，选择适于沈阳生长的树苗．提高了该地

区的生态质量．教堂区绿化形式以规整为主，草坪

之中点缀适量的乔木，营造疏朗的空间，以突出主

教堂的高大和神采；大广场区采用大片扇形灌木，

平缓的绿化为组织观赏建筑的视觉通廊创造了条

件；休闲区主要是乔木和花灌木相结合，即考虑了

四季的色彩变化叉渲染了休闹的气氛

4结束语

由于城市设计及景观设计的手法的晗当运

用，小南天主教堂及其广场整合为统一的城市空

间，在这里教堂建筑的庄重与广场规划的多变有

机并存，教堂空间的沉静与广场气氛的轻松相容

同在，原来一处平庸的环境已成为以人为本的场

所．从立意到完成该工程凝聚了众多人的智慧和

心血．相信它会继续得到关爱和完善．这里会成为

市民喜欢的社会空间

(本方案主要设计人；鲍继峰、王洪刚、鲍春、

许抒烨；施I固设计为沈阳建筑I程学院建筑设

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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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周湛曦.龚卓.宋志强.龙岳林.ZHOU Zhan-xi.GONG Zhuo.SONG Zhi-qiang.LONG Yue-lin 自然山水式园

林理念在现代城市广场设计中的运用——以长沙高岭组团兴联东路市民广场醉樱园绿化设计为例 -湖南农业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2009,35(2)
    对于城市广场这一异国文化现象的盲目移植造成了城市空间的浪费和自身特色的缺失.为了提高现代城市广场的利用率,营造生态、人性、亲和的城

市广场空间,通过对城市广场发展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山水园林理念的阐述,结合现代城市园林发展的现状,提出将自然山水式园林理念引入到现代城市广场

设计,并以长沙高岭组团兴联东路市民广场醉樱园的设计方案为例,说明自然山水式城市广场的设计思路.

2.学位论文 王光新 现代城市广场景观设计的研究 2007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人们的公共交往空间也正在减少。城市广场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城市空间环境中最具

公共性、最富艺术魅力的开放空间。广场景观设计不仅仅反映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更加折射出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面貌。城市广场景观设计的

研究为创造自由和谐、亲切自然的城市空间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科学地指导城市环境建设，使我国的城市广场建设走上理性健康的发展道路。

    本论文对国内外广场资料进行了广泛的研读，通过对一些广场的实际考察，对国内城市广场景观设计的现状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明确地指

出了我国广场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如忽视城市历史文化传统和当地环境条件，景观特色不鲜明；广场规划建设攀比成风，贪大求全，使景观流于空

旷、粗糙、冷漠，缺乏生活气息；景观设计盲目模仿外地，创新不够等。

    本文从城市等角度对景观和城市广场的外延与内涵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更合理和清晰的城市广场分类，并探讨了城市广场景观设计的历史发

展。提出广场景观设计伴随城市设计走过了三个历程：

    第一，古典主义广场景观设计阶段，广场景观要素简单，功能尺度合理；第二，近代广场景观设计阶段，继承了“包豪斯”的设计理念，遵循技术

美学和经济原则，广场设计尺度加大，盲目追求形式上的豪华、气派：第三，现代广场景观设计阶段，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推动下，以人为本和生态主

义的设计观在广场景观设计中应运而生并得到广泛认可。

    论文中借鉴了园林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先进理念来指导现代城市广场设计，如生态节约理念，“以人为本”理念，场所精神等。进而

提出了符合当前我国城市广场景观设计的六大原则，即：①生态设计原则；②整体性原则；③文脉性原则；④人性化原则；⑤情感性原则；⑥时代性原

则。同时，结合案例，从多角度对原则的实现途径作了深入地剖析。以此较为具体地指导广场建设，使我们的设计方法更加科学高效。

    本论文对现代城市广场景观设计手法作了的创新性探索。主要研究了景观元素的整合手法，将现代城市广场的景观元素作精要性概括与分析，在以

整体性原则为主的指导下，使广场景观统一和谐。提出了真正的城市广场景观是广场中植物、水体、地形、建筑、小品、设施等各个景观元素经过整合

以后形成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美学价值的统一复合体。

    最后，本文结合三个建设成功的现代广场案例——滁州市人民广场、合肥市胜利广场、宣城市彩螺广场，以实例论证了论文中所提出的设计原则和

设计手法，以期望给现代城市广场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3.期刊论文 罗卿平.于海涛 从城市广场到城市核心空间--瑞安中心广场城市设计的理念和表达 -建筑学报

2003,""(4)
    文章结合瑞安广场的具体设计实践,提出在城市中心区,广场的设计不是孤立的,应该注重城市的脉络和空间的整体性,继而将城市核心空间的理念引

入到城市广场设计中来,以求对城市广场设计有所启示.

4.学位论文 张晶 城市广场的人文理念与细部研究——以西安城市广场为例 2008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不断的改变大自然,寻求更适合自身生存的空间。“城市”作为高密集、高效率的空间出现,满足了人类高效工作、生活的

需求。但是,城市的拥挤、狭小的,促使人类不断寻求调节这种空间的某种形式,那就是“城市广场”。广场作为一种必要的调节手段出现。使得城市这一

密集高楼的空间得到了呼吸,对于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传承历史文化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成为了城市外部空间环境重要

组成部分。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广场已经不仅仅是完善城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户外场所。它能缓解城市居民各

种环境问题带来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压力。提供市民休闲与交往的空间,是城市的花园和客厅。广场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其形式是多样的。在不同的地

域文化背景下,则形式不同。而如何使得其形式更加符合人的生理行为、心理、社会文化,使其更加人文化,真正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场所,正是本文研究

的核心所在。

    首先,本文从城市广场理论和人文理念入手研究,阐明了城市与广场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分析了城市广场中人文理念的必要性。

    其次,城市广场人文理念研究的核心就是对人在广场环境中的生理行为、心理、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深入研究,构建出了城市广

场人文化理念的设计原则与方法。

    再次,针对西安城市广场进行实例调研。一方面,采用田野考察法,进行现场实景拍照、草图分析、细部测量等收集第一首现场资料。另一方面,通过

大量翻阅被调研广场的相关资料、图片等内容,从而收集一些现场无法估计详细数据。根据本文研究的人文理念核心内容,重点对广场的物质层面和非物

质层面的人文塑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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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根据上述城市广场实地调研成果,借鉴其中值得学习的做法。并结合前述城市广场人文理念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应用指导于西安张家堡广场实例

设计中。并在实践中来证明前述理论和观点,为今后城市广场的人文理念设计做出一些借鉴。

5.期刊论文 人.自然.城市——杭州市吴山广场设计的理念与方法 -城市规划2001,""(1)
    1　设计理念的纠偏：从当前城市广场设计的不足谈起

　　近年来，城市广场建设在我国的许多城市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从城市的领导层到普通市民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一方面反映了市民对城市公

共活动空间的现实需要和对美丽宜人的生活环境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建筑文化的渴求。纵观当前众多的城市广场作品，其中不乏成功的启

示，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不足有：(1)政治象征与亲和力的不平衡。许多城市广场建设于市政府之前，谓之市民广场或市政广场，规模巨

大，尺度惊人，它们更多地反映了政治的象征，而失之于对市民的亲和力。(2)日常生活行为的满足与重大事件的满足的不平衡。“大而空”的城市广场

为极而少之的重大事件(集会、庆典等)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场所，而失之于对市民日常生活行为的满足。(3)“硬质景观”与“软质景观”的不平衡。表

现在不顾气候条件，片面追求“硬质景观”，而忽视绿地林荫之类的“软质景观”。(4)公共性空间与私密性空间的不平衡。表现在大多数城市广场缺少

私密性的空间。

　　以上不足，反映了当前城市广场的设计理念的偏失，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重新梳理。在吴山广场的设计中，我们坚定了以人本信念、城市整体原则

和设计结合自然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2　设计理念的深化：广场定位

2.1　现代城市广场的四要素

　　设计，总是涉及事物的功能、形象和涵义等内在属性。城市广场作为城市物质环境中的特定元素，还有一个重要属性，即地点，或称环境。环境大

致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前者指由一切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构成的物质环境，是显性的。后者指由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人文环境，是隐性

的。实际上，环境因素对城市广场的功能、形象和涵义等内在属性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笔者把环境、功能、形象和涵义并称为现代城市广场的四要

素。

2.2　吴山广场区位(图1)

　　吴山广场位于杭州市旧城区南部，吴山北麓，延安路南端对景位置，周边配置展览馆、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建筑。整个规划区约8ha，其

中广场用地约2.90ha。基地属不规划山地，地形由东南向西北倾斜，中部与西部较平坦，相对延安路高差为1.2～19.8m。

2.3　吴山广场的定位

　　城市广场的定位，其实就是对其环境、功能、形象和涵义的正确把握。定位的起点是对环境的分析。定位过程要求反映以人本信念、城市整体原则

和设计结合自然为中心的设计理念。

　　(1)环境：吴山广场位于杭州旧城区南部，吴山北麓，延安路南端。南部毗邻“吴山天风”景区，“武林广场——延安路——吴山广场——‘吴山天

风’景区”将成为杭州最富魅力的城市中轴。广场东侧，河坊街东段的中山中路、大井巷为传统商业步行街区。广场西南侧为市级旅游公建和住宅。

　　吴山是形成杭州“半是城市半是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市形态的重要元素。又因吴山契入市区，而与市俗生活息息相关。独特的区位和杭州六

朝古都的历史，赋予了吴山地区丰富的商业经济和民俗文化的内涵。有专家断言，吴山地区已成为杭州唯一能整体体现历史文化风貌的地区。吴山“路

近、山低、石奇”，泉洞多，景观和旅游资源丰富。“吴山天风”作为新西湖十景之一，是以风景、古迹为基础，以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为中心内容

，集自然景观、吴越文化和杭人时尚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旅游区。景区内的城隍阁，高约40m，是杭州城市景观线中新的标志性景点，其地位与保

NB13B塔、原雷峰塔相当。

　　(2)功能定位——集旅游、休闲与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城市级广场：功能对应使用。使用涉及使用对象和使用内容。使用对象反映于城市广场，就是广

场的服务等级：如城市级、社区级和组群级之分。吴山广场作为杭州城市中轴的重要端点，将与轴线另一端的武林广场以及城站广场构成市区三个主要

的城市级广场。从使用内容来看，吴山广场未建之前，武林广场载负了大多数的广场功能。然而广场周边道路(环城北路、体育场路)交通负荷极大，不

利于大中型文化公益活动的开展。因此这类功能有必要向吴山广场转移，武林广场将主要以城市商业办公中心广场的形象存在。吴山周边交通量小，并

富于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由此我们把吴山广场定位于集旅游、休闲与文化活动为一体适合市民活动的文化活动型广场。

6.学位论文 闫立杰 寒地城市广场环境设计研究 2005
    寒地城市因其特殊的气候特征，造成了冬季城市景观单调、萧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寒地城市吸引力下降，引发经济发展缓慢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因此，改善寒地城市室外公共环境的质量，提高寒地城市的吸引力成为许多寒地城市设计的出发点。

    广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合理科学的设计有助于寒地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本文从寒地城市广场环境设计为出发点，分析了寒地

城市的气候特点和植被特征及人们在广场中的活动规律和行为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寒地城市广场环境设计的“3D”理念：人本化设计理念、自

然化设计理念、场所化设计理念。根据这“3D”理念，具化到寒地城市广场的规模尺度、空间围合；绿化、色彩、气候防护措施；文化活动、管理策划

等设计要素，并对它们分别进行了详尽分析，以期起到引玉之用，对寒地城市广场的设计有所启示。

    通过对哈尔滨、大庆、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等城市广场的调查分析，寒地城市广场环境设计除了要避免我国城市广场建设的一些通病之外，还

要充分考虑其特殊的地域特色。寒地城市有近半年的冬季，这一点在广场设计中不得忽视，冬季应与春、夏、秋三季等同考虑，以免致使城市广场“半

年闲”，造成休闲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就要求在广场的各设计要素中应融入寒地城市的气候因素：寒地城市广场的规模要适宜，本文认为10hm2为城市广

场的规模上限；广场绿化应利用科学的植物配置营造舒适的微气候；广场的色彩以暖色调为主基调，并注重广场整体色调的协调统一；此外，丰富的广

场文化活动组织和完善的广场管理策划制度对改善目前寒地城市广场现状起到积极的作用。

7.期刊论文 马彦琳.Ma Yanlin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建设理念与创新 -理论月刊2007,""(12)
    针对我国城市化快速冒进式发展态势,本文基于科学发展观,从城市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城市布局与交通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定位和功能开发、

城市广场选址与建设、城市雕塑和标志性建筑设计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建设理念创新的重要性.

8.学位论文 孙薇薇 城市广场人性化设计原则研究 2005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广场的人性化设计原则。文章从对现状城市广场的非人性化问题的总结开始，分析了城市广场中人性化理念的内涵和发展，指出

我国现代城市广场人性化设计的发展趋势,并全面分析了现状广场中的非人性化问题。从人在广场中的行为需求分析和人在广场中的心理需求进行分析

，探讨了人与城市广场的关系，即人性化的主体——人的需求是广场设计中的首要研究内容。通过对人的需求的分析，结合人性化的概念，提出进行城

市广场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原则，并详细研究得出广场选址的人性化原则、广场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广场尺度、绿化、人文景观及空间功能的人性化

设计原则、广场个性与特色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广场地面铺装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广场步行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广场驻足停留区域的人性化设计原

则、广场休憩空间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广场环境小品的人性化设计原则及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的指导性建议。本文旨在通过对城市广场人性化设计原则

的探讨，引发人们对城市广场的主体——人的关注和思考，为城市广场的人性化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设计参考。

9.会议论文 李晓芳 浅论城市广场的设计建设理念 2007
    通过对北展南广场项目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城市文化广场的设计中应该充分体现一个城市或城市某一地区的文化特色,并要与广场周边建筑的环境景

观协调统一,要考虑其周边和内部的交通组织,要处理好夜景景观的设计,处理好开发经营与群众娱乐休闲的关系,不能片面追求其规模与气势,在建设的过

程中还要注意处理好排水、消防、绿化等一些细节。

10.学位论文 张军民 现代城市广场规划与设计 2005
    本论文从城市整体环境出发，建立城市广场规划设计的正确理念和框架，满足居民对城市公共空间日益增长的需要，并以此带动城市环境向高品质

的方向发展。主要内容包括：(1)城市广场在功能、形态、设计思想和城市结构上的发展与演变，中国与欧洲传统城市广场的比较研究等；(2)现代城市

广场发展背景和趋势的研究，确立广场的内涵和正确的规划设计理念；(3)广场主体-人的环境知觉研究，建立广场空间行为模式；(4)广场客体的研究

，包括广场的类型划分、选址与分布、用地构成与规模控制、与城市整体环境的关系以及宜人广场空间的创造；(5)广场设施的设计引导与配置标准

；(6)广场规划设计的内容与深度；(7)广场规划建设对策与广场规划设计实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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