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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空间整体环境不可缺少的要素，更是城市的“心

灵之窗”，彰显着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当下不少的设计者都在通过情感设计

来延伸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精神功能，希望其使用者的情绪借此得到调整，变

得积极而快乐、向上而奋进，生发参与体验、嬉戏、感恩的意愿等，获得人性关

怀。通过对国外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优秀设计案例在情感层面出彩设计的考察，

发现实现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实现路径为：以造型的趣味性使受众获

得愉悦情感，以可参与的场景组合实现人与设施的情感互动，以围合形式营造

出安全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体验式情感。设计师在设计公共环境设施

时，应将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物

质和精神需要，促进人、设施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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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空间环境整体化不

可缺少的要素［１］，更是城市的“心灵之窗”［２］，彰显

着城市独特的文化精神特质。例如，深圳市政

府门前的“拓荒牛”雕塑，以拓荒牛的形象寓

意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拼搏进取精神；

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以螺旋上升

的风的造型和火红的色彩，体现“五四运动”

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奋进的民族力

量。不过，目前国内许多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

太过庸俗化，尤其是对情感功能的考虑不够充

分，不能很好地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质和人文关

怀。有的公共设施在造型上缺少趣味性和创

意，不够生动和活泼；有的缺少具有故事性的

场景组合，不能较好地反映城市的历史和文

化，不能调动使用者的参与性；有的围合形式

呆板单一，不能满足不同精神状态下使用者的

个性化情绪需要；有的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反映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与大众的信息化智能

需求，等等。总之，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环境设

施的情感设计略显单薄、不够丰满，设计水平

亟待提高。

反观国外，自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

本主义思想兴起，设计者就开始考虑使用者的

需要，将人的需求作为一切设计的依据。美国

设计师普罗斯曾说：“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

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

维：人性。”［３］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作为

城市化进程中展现城市人性关怀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推进城市文明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

但目前学界从人性出发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

情感设计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公

共环境设施的功能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以国外

优秀的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为案例，对公共环境

设施设计中的情感类别进行分析，阐释公共环

境设施情感设计在满足公众情感需求中的重

要作用，以期为当下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

提供参考。

　　一、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主要是指在城市户外空

间中满足人们进行户外活动需要的器物，其功

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功能，即为市民提供

具体的使用需求；二是精神功能，即为市民各类

情感的释放提供真实的依托对象。

１．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物质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作为体现城市公共服务

水平的重要表征，是营造自由平等、充满人文关

怀等美好氛围的重要元素［１］。城市公共环境设

施中的休息设施、交通设施、信息设施等最基础

的功能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休息、出行、信息等

需要，如公共座椅和公交车站等。也有不少的

公共设施虽没有具体明确的使用功能，但也起

着装饰、美化环境与宣传当地文化特色的积极

作用，如雕塑、景观等。

２．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精神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随

着人们的审美观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日常

活动的需要等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城

市环境建设的众多要素中，公共设施发挥着重

要的价值，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设计者

不得不考虑公共设施设计与不同情感的产生及

其接受程度之间的联系［４］。

在现代城市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环境下，

在沉重的工作、生活负担和压力下，人们对公共

环境设施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公共设施在

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中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使用

者情感的需要就显得至关重要。当下不少的设

计者都在通过注入情感设计来延伸城市公共环

境设施的使用外延，希望自己所设计的作品能

让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情绪得到调整，变得积

极而快乐、向上而奋进，萌发参与体验、嬉戏、感

恩的意愿等，从而获得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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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作为最能打动人心、激发人的各种潜

在思想的精神要素，在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至

关重要。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对于缓解公

众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烦恼、感受生活的丰富多

彩和美妙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在公共环

境设施的设计中将情感进行有效表达，是值得

每一个设计者关注的问题。

　　二、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

实现路径

　　按照具体的使用属性，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可

分为休息设施、照明设施、交通设施、卫生设施、

无障碍设施等，不同类别的设施可在不同时段为

不同人群提供具体可视的服务。人作为有情感

感知的使用者在接受不同形式的环境设施服务

时，自然而然又会衍生出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

情感体验。

１．以造型的趣味性使公众获得愉悦情感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大环境中必不可

少的景观构筑，它以一定的形制、颜色、质感和

比例影响人们的心理［５］，其造型设计更是设计

师长久以来不断探索的方向，出色的造型是城

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展现创意和艺术性的关

键手段。国外不少的设计师就是通过拟人化手

段创造出有趣的造型来进行城市公共环境设施

的设计，并以此来使公众获得愉悦情感的。公

共环境设施使用者的心情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难免有遭遇了工作的烦闷和生活不快的，而具

备趣味愉悦情感的公共环境设施可以排解人的

不快和烦闷，获得愉悦的情感。

坐下休息是人们在户外活动时的一项基本

需求，而公共环境设施是否舒适安全不仅影响

人的休息质量，也关系到人在身体得到休息的

同时其情感能否得到满足。简洁的坐凳可以休

息，造型逗趣的座椅也能休息，然两者在休息的

质量上有所不同。例如，英国街头臀部裸露的

公共休息座椅（见图１），其整体外观以人半蹲

下时裸露的下半身形象为基本造型，运用腿部

作为座椅的支撑，将裸露的臀部处理之后的平

面充当座位的椅面，这一别致的造型被公然摆

放于室外空间，异常醒目也特别逗趣，让人忍俊

不禁。再如，美国 ＨＩＰＨＯＰ公交站休息设施

（见图２），将公交站座椅与站台灯箱平面图形

结合，使三维空间座椅与二维平面人夸张的脑

袋外形以合适的高度搭配，水平的座具与垂直

的背景相呼应，人坐下后头部正好与背景夸张

的发型融为一体。这样一处休息设施，可使奔

波于城市、忙碌于工作的乘车者，坐下休息时既

解除了身体的疲乏也舒缓了烦乱的情绪，使其

等车过程变得轻松和欢乐。由此可见，附有情

感设计功能的公共环境设施，在为大众提供休

息设施的同时，也可为人们增添快乐的情感，这

种愉悦的情感远比个体获得单纯的身体休息更

受大众欢迎与喜爱。

图１　英国街头臀部裸露的休息设施 图２　美国ＨＩＰＨＯＰ公交站休息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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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以可参与的场景组合实现人与设施的情

感互动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是处理城市中人

与环境依存关系的手段，是设计师与使用者情

感体验的一种交互方式［４］。城市公共环境设施

应注重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人能够在城市生活

中获得欣赏、亲近、体验公共设施的机会［５］。城

市公共环境设施在城市环境中有的是以单体形

式进行摆放，有的则是以多个组成场景的方式

进行布置。场景结合式的公共环境设施可以较

好地满足不同人群在户外活动时产生的参与多

样情感互动的诉求。比如，澳大利亚Ｒｕｎｄｌｅ商

场的猪群雕塑（见图３），位于阿得雷德商业街

区，四只形态各异的猪，可谓形象逼真。在商场

逛累了可以坐在其背上歇息腿脚，而小朋友则

可以摸摸猪的嘴巴、拍拍猪的肥肉，并摆出各种

造型与之合影嬉戏一番。再如，瑞典马尔默步

行街入口处的五人乐队组合雕塑（见图４），该

景观设施以形态夸张的五位乐手列队组合成为

场景雕塑。该雕塑固定在马尔默市步行街的入

口处，不仅丰富了街道的视觉内容，也舒缓了人

们在此购物行走时的疲倦。人们的购物过程因

这一可参与场景雕塑的存在而不那么单调乏

味，步行于此的人们大多对乐队的表演活动产

生浓厚的兴趣，有欲作为队友列与其后模仿表

演的，也有饶有兴致地观察五位乐手不同演奏

姿态的，人们在此可以收获无限的乐趣，逛街的

疲惫也由此一扫而光。

３．以围合形式营造出安全感

赋予设计物以人性化的品格，可以使其具

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同样，布局合理、设

计周到的公共设施能使人们感受到来自城市无

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服务［３］。安全感

是人们在任何环境下都需要的。在户外公共环

境中，我们有时需要独处，有时需要安静思考，

有时需要倾诉密语。营造具有安全感的城市公

共环境设施往往以围合的形式来完成，这种围

合可能是多角度围合，也可能是相对开放的单

个方向连续围合。比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的Ｋ．Ｓｈｅｉｌａ开发的太阳能曲线形围合休息设施

（见图５）与位于比利时卢森堡市广场的折线形

围合休息设施（见图６）。这两组设施的设计者

分别通过不同的材质围合了一个能坐能躺的休

息设施。前者运用优美的曲线造型进行围合，

主要为单个对象提供休息服务，其两侧出入口

较大，单个对象需要和周围人群交流时会更方

便；后者则通过连贯的折线在墙体中间围合成

了一个可供单人休息也可供两三个好友密语的

休息空间，其围合的材质和区域相比于前者显

得封闭性较强、安全度更高。这两组设施的上

下前后界面都为封闭的介质，只有左右两侧留

有进出的洞口，高度的围合性无疑在开放的空

图３　澳大利亚Ｒｕｎｄｌｅ商场的猪群雕塑
图４　瑞典马尔默市步行街

五人乐队组合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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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美国的曲线形围合休息设施

图６　比利时卢森堡市广场的

折线形围合休息设施

间中营造了一片安全的静谧之地，很好地满足

了使用者对不同程度安全情感的需要。这种以

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作为前提所作的公共环境

设施设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于人［６］。

４．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体验式情感

我国城市化率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４２．９９％提高

到２０１１年的５１．２％，年均增长２．９６％，预计到

２０２０年，将有５０％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２０５０年

则有７５％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３］。信息技术在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中的普及和应用程度，是城

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可以使市民更多地体验

城市的智能和便捷。交互设计理念介入城市公

共设施设计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的使用需求并建

立信息的传导，满足市民使用的便利性需求［７］，

而信息化设施为公众提供的就是信息提示和广

而告之的信息共享。例如，位于荷兰鹿特丹公

共车站的智能化自动称重设施（见图７），运用

信息感应技术在公交车站添加可自动称重的设

施，只要有乘客触及它，便会在侧面站台面板上

显示出该乘客的体重，在此休息候车的乘客不

仅可打发闲暇时间，还可获取自身的体重和健

康状况信息。这样巧妙运用信息化技术的城市

公共环境设施，可使使用者收获相关体验愉乐

情感。同样，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麻省理工学

院的Ｓｅｎｓｅａｂｌｅ城市实验室也做了一个以智能

化技术为支撑的概念性公交车站设计方案（见

图８）。该概念设计利用了太阳能、ｅＩＮＫ触摸

屏和互联网技术，不仅可以显示出公交线路和

到达时刻，还可以查询自己所在的位置、寻找最

短的巴士路线、检测空气质量、浏览网页、发布

图７　荷兰自动称重公交站

图８　ＥｙｅＳｔｏｐ概念设计公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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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和社区通知［８］。这些功能可为侯车者侯车

时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服务，使市民获得更多

的体验满足，也增加了公共设施的使用频率［９］。

５．以使用性广告设施引申出感恩情感

西方现代化大都市中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

充分展示了新工艺、新材料的艺术美和新鲜感，

高度重视人的切实感受，许多优秀的设计以其

独特的设计形式、超前的创意和完善的功能让

使用者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满足［３］。在西方一

些国家，有些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由大型企业

出资筹建安置的。当企业参与城市公共环境设

施的筹建时，通常会融入自身的企业文化，通过

相应的手段在公共环境设施中植入一定的广告

内容，借此进行企业文化的宣传。比如，美国

ＩＢＭ公司在街头投放的休息与遮雨的公共环境

设施（见图９、图１０）。ＩＢＭ公司借助城市街区

的墙面，将平面转换为立体带有功能性的长椅、

遮雨棚，在为企业打广告的同时也为居民提供

了贴心的公共环境设施。这些公共环境设施构

思巧妙，充满创意，通过不同的色彩既点缀了城

市，又为公众提供了休息、挡雨等服务。市民在

疲惫和忘带雨具时，恰遇此休息和遮雨设施可

消除疲劳和避免遭受淋雨的窘境，会很轻松地

接受ＩＢＭ想表达的中心主旨，在情感上萌发感

动与感恩，赞赏商家的善举和用心，也易激发人

们的回馈性消费情感。可见，融入情感因素的

细腻设计，能牵引出使用者的多纬度情感。因

此优秀的公共环境设施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既能完善城市的服务功能，同时又能表征城市

的精神与灵魂［１１］。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多个国外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优

秀案例在情感层面出色表现的分析，发现其城

市公共环境设施在情感层面上的表达丰富和贴

心，可以为致力于改造现代城市环境设施的我

国设计者提供参考。设计师在设计公共环境设

施时，应把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

虑，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物质和精神需

要；应注重公共设施的安全、实用、舒适、美观、

环保等，以使用者的需求为主要依据［３］，以促进

人、设施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服务的主体是人，具体

的物质使用需求是明确而直接的，而情感的需

求则是隐含而多变的。人类的情感是丰富的，

但也是需要通过客体去诱发的，需要给予也需

要释放。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情感性是依

附于实体而存在的，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诱发人

类丰富的情感，最大程度地满足使用者的情感

诉求，让其使用功能得以延伸、精神内涵得以展

图９　ＩＢＭ街头休息设施 图１０　ＩＢＭ街头挡雨设施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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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水下全生态系统示意图

条件的关系、生态宜居与生产发展的关系等。

乡村河道景观提升不能仅从景观设计的角度出

发，需结合水利、生态、上位城市规划与水系规

划，尊重原有的乡村肌理，避免大拆大建。总

之，只有在科学把控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从全面

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维度出发，针对不同

问题采取个性化设计策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

乡村河道的水环境与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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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一项细致而深入的工作。随着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相应满足后，

需要越来越关注心理层面上的需求。相信伴随

着设计者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上的关

注和不断探索、创新，未来我国城市公共环境设

施在情感设计方面将更为细腻、更具温度，从而

对提升我国城市环境品质，塑造城市形象，张扬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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