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3

177 | 2018 | 12城市营造

前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推动

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城市广场作为人们参与室外活动的重要场所空间

在城市化进程中掀起了一股建设热潮。而近些年

来的城市广场规划更多的是转向一种“糟糕的方

向”：尺度过大，过分讲求表面的形式美学原则，

忽视了城市本来的空间格局及历史文脉，造成场

所精神的缺失，最重要的是忽视了城市广场作为

“城市客厅”满足人们交往、活动的最本质需求 [1]。

自 20 世纪中叶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以来，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越来越重视人们日常生活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

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和情感：如芬兰建筑师阿尔

瓦·阿尔托在其设计理念中传达出一种“以人为

本”的人性化关怀，其设计的角度更偏向于对生

活的一种设计；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将心理学的

理论融入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之中，使设计能

够真实地反映和表达人的感知和需求，营造充满

活力的公共生活的氛围，倡导创造新的关注人的

尺度与感受的城市规划体系。

在丹麦哥本哈根市的老城区内有许多极具特

色的城市广场，它们不仅能吸引人们驻足和停留，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增强了老城区的城市

活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

本文主要通过对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实地调

研和分析，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观察广场中

人的行为活动，归纳总结出其广场空间对人的交

往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从而将其纳入到对广场

设计的考虑中。

1 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相关理论建构

1.1 胡塞尔：“现象学”下的生活世界 

胡塞尔认为近代欧洲的科学理性主义掩盖了

现代生活世界原本的复杂性 , 生活在其中的人开

始渐渐忽视自身所生活的世界 [2]。

1.2 列斐伏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世

界的日常生活”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辩证法

学说不仅适用于经济学范畴，更可以拓展到日常

生活当中。他认为日常生活不仅可以反映在劳动

生产的物质层面以及意识形态的精神层面，同时

也体现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之中，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给予极

大的关注。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

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及活动的发生创造了生长

的环境，它是人们交往行为发生的来源，同时也

是一切活动的聚集地、纽带和共同的基础。列斐

伏尔提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正是通过日常生活

中的小事来体现的，社会的本质正是依附于人的

日常生活的小事当中，社会关系只有在日常生活

中才会产生出来，人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被

真正塑造和展现出来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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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平面及空间构成特征

城市广场通常是由围合建筑限定的公共空

间，广场的平面常常被周围的建筑清晰地界定。

从图 1 可以清楚地看出哥本哈根城市广场与周边

建筑以及街道的图底关系。

本文分析的三个哥本哈根城市广场都属于无

意识的空间设置，围合广场的建筑物实体并不严

格对称，与规则的对称式的广场形成鲜明的对比。

广场空间不存在控制全局的轴线，也没有典型的

控制性建筑物，广场内部的公共设施及周边的围

合建筑共同限定着城市的整体形象，显示出日常

活动的多元特征①。

2.1 阿马格广场

阿马格广场位于哥本哈根老城区的中央，城

市主街斯特勒格街在阿马格广场向两侧拓宽，使

其平面呈现出不规则的梯形，南北两侧的建筑明

显的界定着广场的长边，东南侧由于建筑缺失达

图 1　哥本哈根老城区平面图 （图片来源：参考扬·盖尔《交
往与空间》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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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种边界的模糊性效果，使整个广场空间变

得更加开敞 [4]（图 2）。

整个广场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雕塑家伯

杰·诺加德为其设计的精美图案拼贴而成的大理

石铺地，它为城市的街头艺人们提供了表演的露

天舞台，同时它还具备一定的舒适度，满足人们

席地而坐的需求。

 

2.2 卡尔广场

卡尔广场的平面呈规则的正方形，但并没有

明显的控制轴线，连续的建筑围合界面和宜人尺

度的建筑体量烘托出城市广场空间的亲切感。在

广场对角线的位置哥布马格大街穿越而过，因此

该广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沿对角线穿过的熙熙攘

攘的人流。整个广场的核心是位于中央的一个圆

形开放式的可供人游戏的喷泉，它更像是一个多

元化的舞台，是停留、穿行甚至活动于四面围合

建筑物内部的人的视觉焦点（图 3）。

2.3 格拉布鲁德广场

格拉布鲁德广场属于“终端式”的广场，连

续的建筑围合界面为城市划分出了一片清静远离

繁忙喧嚣的街道的区域，因此户外的咖啡座椅占

据了广场大面积的空间，深受人们的喜爱。老城

区建筑多采用暖色调系，围合的建筑立面从形式、

色彩和选材上都给人一种温馨亲近的感觉。广场

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东北角的一棵梧桐树，加

上新铺的卵石地面和新建的由雕塑家索仁·乔

治·詹森设计的喷泉（图 4）。

3 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物质空间中人的行为活动

人和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集中是任何事情发

生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活动得以发展。

城市空间只有在有人活动的前提下才能称得上是

有活力的空间。通过对哥本哈根城市广场的调研，

广场中人的行为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步行；（2）驻足停留；（3）小坐；（4）

观看、聆听和交谈；（5）街头艺人表演 [5]。

4 影响城市广场空间内人的交往活动的因素

影响广场中人的交往活动的因素主要可以归

纳为广场的尺度、围合度和可达性，围合建筑底

界面的功能和开放程度以及广场内亲切的局部小

环境。

从以上分析案例中不难发现哥本哈根旧城区

的广场多为小型的广场（卡尔广场和格拉布鲁德

广场尺度接近，分别为 3770m2 和 3510m2, 阿马

格广场稍大些，约为 4260m2），相对于尺度巨

大的城市广场而言，小尺度的广场更能贴近城市

居民的日常生活，给人一种亲切感；同时，人们

更倾向于在围合度相对较强的空间停留，过于开

敞的空间通常会给人一种不安定感，而围合建筑

体型的高低错落与参差不齐、相互之间缺乏应有

的呼应与协调都会破坏广场的围合感。

在广场内部，围合建筑底界面为商业和餐饮

功能可以更好地为广场上活动的人群提供服务，

欧洲的户外咖啡馆文化明显改变了城市广场的使

用模式。咖啡馆在室外提供座位，增强了城市广

场的活力，人们可以在户外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新

鲜的空气，看到周围人的活动，从而更好地参与

到日常的交往活动中。同时，广场中的喷泉、座椅、

雕塑等构筑物都可以在广场内创造出亲切的局部

小环境。在广场中加入喷泉这一构成要素是欧洲

传统城市广场常采用的手法，喷泉在古代是人们

日常起居所需的水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

便利。在现代，喷泉的装饰性功能远远超出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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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功能。同时，喷泉还促进了交往活动的发生，

在喷泉附近到处可见休息、聊天的人群。广场上

诸如雕塑类的构筑物为巨大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具

有安全感的庇护所，它的存在为人们的交往活动

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促进了交往活动的发生。

结语

城市广场从广义上可以分为街道型的广场和

集中式的广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城市广

场公共空间内所发生的社会交往活动比广场的空

间形态特点更有意义 [6]。哥本哈根旧城区的广场

之所以极具特色和活力，主要的原因在于旧城区

的尺度是依据于人的感受、人体的维度以及人的

活动范围定制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体

验和参与公共活动。广场尺度、围合度、可达性、

围合建筑底界面的功能和开放程度以及广场内亲

切的局部小环境会对城市广场中人的行为活动产

生影响，除此之外，时间这一因素对广场空间内

构成要素的淘汰以及空间形态的沉淀具有不可忽

视的作用。日常生活是空间实践的动力和最终落

脚点，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研究城市广场为我们真

实地把握和理解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了新的视点和

可能性。

图 2　阿马格广场平面图（图
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
空间》）

图 3　卡尔广场平面图（图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图 5　格拉布鲁德广场上的户外咖啡座 （图片来源：王明非
拍摄）

图 4　格拉布鲁德广场平面图（图片来源均为扬·盖尔《交往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