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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规划实施

各地要加大统筹、协调和支持力度，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加强动态跟踪，确保规划
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鼓励行业协会积极向政府部门反馈规划实施情况和政策建议，发挥好行业自律
作用，提升服务行业和企业的能力。

（二）开展评估考核

加强对规划实施情况的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根据任务进展情况、阶段目标完成情况、技术发展新
动向等对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对规划实施效果显著的地区予以通报表扬，督促规划
组织实施不到位的地区加大工作力度。

（三）加强宣传引导

各地要及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广泛宣传规划实施的新进展和新成效，调动社会各界支
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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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所精神与城市广场的关联性

（一）城市广场的存在以场所精神为基石

城市广场的存在意义主要体现在人的情感体验中，即广场使用者能否在此空间中得到精
神上的满足。人的情感体验是在与场所景观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环境客体无法满足主体的心理需求，主体则难以在精神层面建立对场所的归属感和认同
感，城市广场的内涵会因主体感受的流失而弱化，甚至消失。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广
场的存在以场所精神为基石。

（二）场所精神是城市广场设计的目标

场所精神是人共识性的文化认知和情感体验，它反映了在一段时期内特定主体对场所具
有的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场所精神是城市广场设计中所追求的目标，在物质文明高度
发达的今天，人对精神层次的追求日益成为设计的主导目标。这就要求城市广场设计在满足
物质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关注人心灵的感受和情感的体验，使人在广场空间中得到精神需求
的满足，从而获得场所感。因此，场所精神能否得以准确表达成为衡量城市广场设计成败的           
标准。

场所精神视角下桂林城市广场景观
现状调查与分析
文_禤婷婷（广西城市建设学校，教师，硕士）

广GUANG CHANG

场

二、桂林城市广场历史沿革与设计现状

（一）近代桂林城市广场发展（1840—1949年）

城市广场作为从西方古典广场逐步演变而来的舶来
品，是城市规划设计中重要的空间场所。从1932年起，
桂林步入近代城市规划发展时期，《桂林市市区计划大
纲》和《桂林市风景区建设大纲》开始拟定，这也成为
桂林历史上第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的文件纲领。1946年1
月，桂林市政府制定并公布市区建设图样，并在各行政
区重要道路的交叉点设置广场。现如今位于桂林市南北
主干道和东西主干道交叉点的十字街路口，在1946年末
时曾被建设为“十字街广场”（图1），这也是桂林历
史上第一个城市广场，其交通枢纽位置和商业价值不言
而喻。十字街广场也因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桂林城
市的中心节点，至今仍保持着商业繁荣的格局。

图 1  20世纪40年代桂林市十字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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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桂林城市广场发展（1949

年—至今）

1.以交通组织为中心——三里店大圆盘广场

三里店大圆盘广场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
初，那时候国内城市规划流行建设交通环岛广
场，用以组织疏导车流，三里店大圆盘广场就
是在当时建成使用，并成为桂林重要的城市景
观（图2）。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桂林
市区车流量并不大，该广场的建成使用成为连
接桂林市区与郊区的关键枢纽。后来随着城市
经济建设的发展，三里店大圆盘广场几经修建
改善，以疏导日渐繁忙的交通。2000年后，三
里店大圆盘广场的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于
2016年拆除改成十字路口。

2.以社会需求为中心——中心广场

中心广场是1999年桂林大规模城市改造建
设中建成的第一个重点工程项目。随着城市社
会生活的快速转变及人们公共生活频繁交往，
中心广场的建成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休闲娱乐、
集会交往的需求，因此也成为桂林城市建设史
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广场。广场最引人
注目的景观节点是在主入口处设立的两座金字
塔样式的玻璃体，为广场地下商场的出入口，
其外形模仿了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宫前广
场的透明金字塔（图3）。在西方文化强势冲
击以及城市化建设大规模改进的时代背景下，
该节点的设计折射出了含义，反映了当时人们
迫切想要证明自身融入现代化的愿景，其场所
精神的表达在这一层面上看，具有其时代的局   
限性。

3.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甲天下广场

2001年末建成的甲天下广场，主体建筑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占地面积达10万

平方米，是桂林目前最大的城市广场。广场周边有南城百货、甲天下电脑城和国展

购物公园等建筑。广场作为桂林国际会展中心的配套用地，常用于举行大型商业庆

典活动。为满足会展的基本使用，广场布置了大面积的装饰性草坪，占据广场总面

积的二分之一。其余用地为广场的硬质铺装区域，广场上无过多景观构筑物，整体

空间显得十分宽阔（图4）。

图2  旧时三里店大圆盘广场

图3  中心广场

图4  甲天下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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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建筑附属为中心——两馆一院广场

两馆一院广场建成于2014年，其附属于桂林大剧院、桂林图书馆和桂林博物馆这3个文
化建筑场馆。3个建筑分别居于广场南、西、北三面，文化广场居中，整体布局呈“凹”字
形。广场主要建筑南北分别为南阕、北阕、门廊，东西分别为风雨廊桥、塔楼，规划占地面
积23530平方米。其中，塔楼由钢架结构和玻璃材质相结合建设而成，总高度达72米。文化
广场内面向新区中央公园建有1个室外露天剧场，并设有1个大型露天舞台，为举办各类公共
文化演出、大型庆典活动而设（图5）。

（三）桂林城市广场设计现状分析

1.桂林城市广场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尺度过大，空间过于平面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各大中小城市先后
建设了一批城市广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广场由于没有科学界定规划面积，导致广场尺度过
大，在没有合理规划空间功能的前提下，势必会使广场产生单调的空旷之感，妨碍体验者对
亲切宜人的广场进行空间的探索。在环境心理需求的体验层面，人作为广场的服务对象，需
要一个宜人的空间尺度来保证自身能在广场中进行各种行为活动，如私密、半私密的交谈空
间，能进行公共活动却又不会过于开放。

（2）风格偏向欧式，对地域文化体现不足。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与国之间
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当代城市广场设计受到西方现代设计的影响，很多设计师在进行景
观创作的过程中，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缺乏认识的同时，亦受西方设计潮流的影响，片面认
为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从而出现很多模仿西方现代化的建筑造型，导致景观设计脱离所在
城市的自然历史和人文背景，从而失去了地方特色。

（3）追逐复古，对传统文化的误读。当下，许多城市广场采用复古风设计。设计师在
广场景观构思的过程中，灵感往往来源于地域文化或传统文化中的设计形态，目的是继承
与传播民族文化，但其构造手法通常只求对传统形式的相近或相同，没有做到形式与环境
的结合，一味追求复古，却忽视了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如此一来，不仅不能传承城市的
历史文脉，还破坏了城市广场的景观功能。

2.问题的成因

（1）对城市历史文脉认知的模糊。历史文脉是城市特有的文化基因，桂林中心广场设
计的景观节点——金字塔样式的地下商场入口，其模仿形态来源于贝聿铭设计的巴黎卢浮
宫金字塔，无法反映桂林作为历史名城和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卢浮宫金字塔入口建设的
背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作为设计依据，桂林中心广场对该设计的直接模仿，折射出
来的是在时代局限的背景下，城市建设者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对西方文化的崇拜，进而
衍生出对他国文化的点状理解，以及对西方现代设计概念的模糊。由此忽视了桂林城市文
脉背景以及城市居民的精神追求，广场的场所精神偏离了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

（2）对传统文化价值取舍的失衡。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经过文明演化后形成
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和。景观设计中的形式来源也往往取材于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元
素。在当前城市广场设计中出现的对传统文化表皮化模仿的问题，其原因在于设计主导者
价值选择的误判或失衡。认为传统的一定是好的，殊不知随着时代的发展，承载传统文化
的空间性质和环境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承亦需要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
念与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探究，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念进行演绎和塑造，才是
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所在。

（3）对城市文化形象定位的偏离。城市形象是指城市以其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
化氛围和风土人情等给人的印象和感受，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和特征。城市广场
作为城市的名片，其景观围绕城市文化定位来设计，有助于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和城市品
牌。而在当前城市广场的设计中，有些设计却偏离了城市的文化特色，其景观元素和符号
与城市人文背景格格不入，城市的地域文化淹没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城市形象定位不能
给人以方向感及认同感，使人对城市文化形象产生误读。

图5  两馆一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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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桂林城市广场场所精神的表达方向

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时代，注重情感体验和精神交
流是时代赋予城市景观的要求，城市景观已经不仅仅是满足
人对环境功能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心中建立一种场
所感。因此，城市广场场所精神的塑造是对人认知空间中历
史、经验、情感、记忆、意义等的保护和回归。桂林作为闻
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城市广场的建设和景观格局的发
展，也应有其遵循的轨迹和方向。

（一）自然生态层面

场所精神的自然生态层面包含场地原始的地形地貌、
生态物种和地质水文等内容，不同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
自然特色景观。桂林是一座兼具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
城市，独具特色的自然风貌赋予了桂林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
征。因此，场所精神的内在属性要求场地适合原有的生态系
统，同时也要蕴含地域风貌特征，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
态条件正是适应了这一内在要求。所以，桂林城市广场的设
计应充分利用这一生态条件，尊重原始的地形地貌及生态特
征，围绕其山水独特性来挖掘场所精神的物化形式，创造良
好而富有意义的环境空间。

（二）历史文化层面

城市文脉是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文
化活动所形成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场所精神是人对特定环境
中某种物象的认知评价和情感认同，一旦脱离了文脉背景，
景观对人来说便是矛盾与陌生的，是不能使人“追本溯源”
的。人不能在矛盾的景观中获取与特定场所相关的属性和信
息，从而不能对其进行编码、储存、回忆，也就无法产生文
化认知和情感体验。在城市环境空间设计中体现民族文化是
场所精神内在属性的要求，掌握场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景观
设计师的灵感源泉。如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古建筑、古
民居和古园林等，都是以时间为基底，通过历史的不断演进
和时代的发展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因此，人文历史具有文
化性、延续性和符号性。桂林不仅具有独特的山水之景，也
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如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
性遗址甑皮岩遗址、“世界古代水利明珠”——灵渠、明洪
武五年（公元1372年）建造的靖江王府等，都是桂林文化历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设计者在营造场所精神时，应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
当地文化风俗、著名典故等有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从城市原有的文脉体系出发，提
取与挖掘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文思想的精髓，使广场的景观形态契合城市的文化
环境和氛围。

（三）区域定位层面

城市广场的设计需呼应周围环境，考虑周围环境的特征和使用要求，并把场地
位置与周围区域位置关系进行比较，实现对场地性质的定性分析。广场周围建筑的
功能、广场与周边建筑的关系是决定广场活动的重要因素。设计规划时需详列建筑
到场地的交通路线走向，并分析场地的潜在服务范围，调查场地的实际使用人群及
潜在的服务人群，根据人群特点做定性的使用需求分析，为进一步的项目规划提供
依据。因此，桂林城市广场设计在其区域定位层面，不仅需要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关
系，更需要充分考虑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空间的关系。设计者通过对广场空间
进行合理的划分，如合理安排功能分区、行走路线、景观区域等，在结构布局中融
入其设计思想，使广场各个空间具有特质，让人们在个人的解读下自愿地融入空间
中感受场所精神。

（四）时代需求层面

城市广场的形成过程是历史的延续和积淀，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源于不同时
代的不同价值选择，城市广场场所精神的体现也往往把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作为空
间表现的主题。因此，随着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城市广场的设计也呈现
出许多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桂林作为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旅游名城，
坐拥独特的自然山水景色，延续和发展其自然、人文特点是桂林城市建设始终要遵
循的理念。在此基础上思考桂林城市广场的时代特征与需求，则需要表现桂林作为
国际旅游城市的发展定位，要求其在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群体时，广场景观所
提供的多层次、多角度和多方向的体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广场的使用需求。除
此之外，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形成的新观念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也很重要。而技术进步
的时代特征则体现在对新材料、新工艺和新产品的设计和使用上。由此又促发了对
广场空间形态、景观构件的创新性设计。

四、结语

城市广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一方面又
体现出城市发展的脉络。倡导场所精神的营建并非因循守旧，不思革新，更不是盲
目否定、闭关自守，而是在时间和空间动态发展的视角下，以当代人的价值取向、
精神追求去衡量广场的价值。城市广场设计中场所精神的营造，应既能反映城市的
过去，又能指明城市的未来，形成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部分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站、“桂林人不知道的桂林事儿”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