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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铁站空间设计中的场所精神

陈高明，刘茹
天津大学，天津 300222

摘要：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各城市都在大力发展地下交通。地铁站作为城市的公共交通枢纽，它既是一个交通空间，同时也

是一座城市的对外窗口，在展示城市文化和地域特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城市地铁站空间设计的形态和内涵，引入

场所精神的概念，通过对场所精神相关理论的探讨及国内地铁站空间的设计进行研究，尝试探索场所精神与地铁站空间设计

的关联，以便为国内的地铁站空间形态设计提供一种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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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Spirit in the Space Design of Sub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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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all cities are vigorously developing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As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hub of the city, the subway station is not only a traffic space, but also a city’s external window,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owing the city’s cultur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bining the form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subway station space

design, the work aims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place spirit, and attempt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lace spirit and the

subway station space design by discussing the theory of place spirit and studying the domestic subway station space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patial shape design of domestic subway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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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及建筑的场所精神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抹杀。忽视场所精神导致人们对城

市及建筑缺乏应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柯布西耶曾

说：“建筑的目的在于感动我们。当作品借着服从，体

会和尊重宇宙法则将我们环抱时，建筑情感便存在其

中。”地铁站作为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一

个捷运通道，更是一个宣传城市精神和塑造城市形象

的场所。将场所精神引入地铁空间，是改变人们对地

铁空间呆板、无趣、单调、重复的固有印象的最佳方式，

同时也是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和弘扬城市精神的重要

途径[2]。

一、场所精神的内涵与理论

（一）场所理论的产生

20世纪以来，国际主义风格的兴起使建筑呈现出

形式单一、缺乏个性的问题。单调的建筑形态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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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寞落、无趣，使人们的情感得不到关怀。建筑文化

及建筑特性的消失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建筑的地

域性和文化性等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设计

领域开始盛行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通过对历

史和文脉的强调，批判了国际风格过度的功能主义做

法，其目的是让地域性与人文性等元素回归建筑，从而

使建筑及环境设计更具认同感与归属感。与此同时，

建筑设计界开始重新审视设计的本质，并主张设计应

该从功能主义转向地域主义和人文主义[3]。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诺伯舒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提出了

场所理论。

（二）场所、空间和特性

场所是指人对物质化空间和环境的精神存在，即

城市学家所谓的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空间

则是物体存在、运动的有限或无限的场所以及与特定

的人或物的活动发生联系的地方，即三维区域。场所

及空间都需要与人的行为发生关系，不同地域的人有

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信仰，反映在建筑中就呈现出

了不同的建筑特性。特性暗示着空间普通的、整体的

气氛，是场所中最丰富的特质，也是具体的造型，即空

间界定元素的本质[4]。与空间相比，特性是更普遍、更

具体的概念。它的形成往往会受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

式的影响。物质形式是指材质、形态和装饰。诸如场

所的空间色彩、墙体装饰、天花板造型等。另一种是非

物质形式，即空间组织方式。在相同空间里，不同的组

织手法会产生不同的特性，亦如空间的抑扬、明暗、虚

实等。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空间与场所的主要特性。

（三）场所精神的内涵与概论

“场所精神”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所有独

立的本体，包括人与场所，都有“守护神”伴其一生，而

这种具有精神慰籍性的“守护神”也决定了主客体的特

性和本质。正是基于这一“泛神论”的思想，20世纪70

年代，挪威著名建筑师诺伯舒兹在《场所精神：迈向建

筑现象学》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场所精神”，并将场

所精神这一概念引申至建筑和城市设计领域。诺伯舒

兹认为：“城市形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构图游戏，形式

背后蕴含着某种深刻的涵义，每一场景都有一个故事[5]。”

作为城市有机组成部分的地铁站空间必然要成为这一

故事的载体，让人们在与空间特性的交流和互动中感

知城市或区域的特色、历史、文化抑或精神内涵[6]。例

如上海的同济大学站，因地铁站位置坐落于学府旁边，

为能使地铁空间在设计内涵上与大的环境契合，在空

间形态设计上，设计师运用场所精神理论，通过不同材

料和色彩的搭配，使地铁站空间呈现出一种文学书卷

气息，见图1。这样的设计既表现出场所的特征，又唤

醒了人们的记忆，使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又如上海

13号线换乘 2号线的“党的诞生地”主题文化长廊，在

空间形态与装饰上通过借助对历史事件的展示，使区

域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见图2。

认同感和方向感是场所精神的两个概念，两者相

互作用，也相对独立。对于方向感，要想知道自己身处

何处，必须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并清楚自己与所在场所

空间的关系。对此地铁站标识的导向性就显得尤为重

要，比如地铁站内一些富有特色的雕塑，灯具等都可以

兼作标识。所谓的认同感是指人对所处周围环境有用

或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估，它表示了对其的赞同和欣赏，

或者是“与特殊环境为友”。地铁站空间设计往往会通

过装饰与空间序列的综合运用来产生认同感。认同感

通常包括如下几种形式。

1）当不同生活方式融入地铁站空间设计时，是对

生活方式的认同。例如东莞的鸿福路站，以摆放绿植

图1 上海地铁站同济大学站 图2 上海地铁站“党的诞生地”文化长廊 图3 东莞地铁鸿福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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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为人们带来舒适、绿色的出行感受，见图3。

2）当精神、文化融入地铁站空间设计时，是对精神

文化的认同。例如俄罗斯地铁站见图 4，犹如地下艺

术博物馆，其墙壁上记录了许多不同时期本地区的历

史事件，并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传达给受众。不同

的地铁站如同味道迥异的怪味糖，给人带来不同的精

神享受。

3）当信念、理想融入其中时，是对信仰的认同。例

如长沙市省政府的清风站，以廉洁的文化信仰作为装

饰主题，并运用了浮雕、篆刻、版画等艺术形式，表达了

清正廉明的为政思想。

二、地铁站空间的场所精神解析

（一）俄罗斯地铁站

俄罗斯首府莫斯科地铁站作为城市精神文化的综

合体，是地上空间与地下空间的有机统一。莫斯科地

铁站从建成到现在，已经使用了八十余年。在空间设

计上，每个地铁站都根据民族精神、民族信仰的特点进

行建造，如宗教形式、爱国主义、反法西斯、十月革命

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布局和艺术氛围。莫斯科

地铁站空间不仅注重艺术氛围的营造，同时还重视对

空间认同感的设计。在营建时，运用壁画、雕塑等多种

艺术对地下空间进行了装饰，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视觉艺术世界，因此莫斯科地铁站又被世人称为“地下

艺术殿堂”[7]，见图4。

（二）中国香港地铁站

中国香港地铁站空间的设计不仅风格简约，而且

魅力独特。它非常重视借助文化艺术的手段来实现其

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如海洋公园站，为了体现场所特

性，其站域空间的墙面和柱体采用不同颜色的马赛克

方块，拼贴成了海豚等海洋生物的造型来装饰和美化

地铁站，通过视觉艺术的手段达到了与地面环境的呼

应，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人们对海洋公园站地铁

空间的认同感，见图5。另外，中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

化大都市，在地铁空间的设计上借鉴了欧洲的理念，更

注重设计的人性化风格。其设计充分考虑使用者的生

理和心理需求，在地铁站内设置有完备的导视系统和

无障碍设施。宜人的环境及无障碍出行增强了乘客在

乘坐地铁时的舒适感和满意感，同时也让人们切身体

会到设计对人性的关怀[8]。比如荔枝角站，马鞍山站

等不仅设有哺乳间、盲人导视图，而且文化墙上还镶嵌

有幼稚园儿童和盲人的绘画、手工品等艺术作品，这充

分体现了设计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及中国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化都市应有的人文精神。

（三）广州地铁站

广州作为国内第四个开通地铁的城市，在地铁站

空间特性的营造上，主要以颜色作为设计主导，并具有

一定的视觉冲击力。通过色彩的冷暖鲜灰配比，不仅

加速了情感的传递，而且拥有了一定的导向功能，方便

人们形成记忆，产生认同。在空间设计上，公共艺术、

标识设计与整体空间色彩协调一致，这进一步地增强

了地铁站空间的识别性[9]。由于广州是一座商业发达

的国际都市，所以其地铁站设计的商业文化气息尤为

浓烈。借助视觉艺术的运用，设计出色地传达了地铁

站所在地的场所特性与人文精神。例如广州动物园站

空间装饰了生动活泼的动物造型，吸引民众，提醒人们

这里是动物园的所在地。除此之外，广州地铁站空间

的设计也非常注重与历史文化的结合。将有明显地域

标志的岭南文化以壁画、雕塑的形式融入地铁空间，成

为广州地铁站里最具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标识。与具有

“地下艺术殿堂”之称的莫斯科地铁站空间的“通用型”

艺术语汇相比，广州地铁站对于艺术和历史精神的弘

扬则独具地域特色。

（四）上海地铁站

图4 莫斯科地铁站 图5 香港地铁海洋公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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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最具艺术氛围的地铁站空间，上海地铁

站成为了展现上海文化多样性与当地历史文脉的重要

窗口。上海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文化深厚，被称为“东

方巴黎”，文化与艺术的遗存成为展现上海城市精神和

城市内涵的重要元素。上海地铁站空间设计非常注重

将博物馆、大剧院及国外交流等活动引入地铁站空间，

希望借助艺术的形式展现上海对精神文化的重视，以

及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期望能将这座城市的精神

文化、艺术氛围传达给民众。例如，南京东路站的“地

铁之窗”展示墙就通过与法国铁路公司合作，推出了

“巴黎—上海，车站中的生活”摄影作品展示墙，以艺术

的手法展示了不同地域的人文风采和场所精神。再比如

地铁13号线南京西路的地铁文化长廊，其设计中结合

了爱国主义与红色文化主题，并以雕塑、壁画等艺术形

式，将家国情怀引入其中，提醒市民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五）哈尔滨地铁站

在众多的省会城市中，哈尔滨的地铁站建设是相

对较晚的，直到2012年底方才开通一条地铁线。哈尔

滨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历史文化名城和欧亚大

陆桥的明珠，素有“冰城”、“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

黎”之称。20世纪初，哈尔滨已经成为国际性商埠，曾

经有三十三个国家的侨民居住，并且有十九个国家在

此设立领事馆。或许正是基于其与欧洲的联系，哈尔

滨的地铁站空间设计大量借鉴了欧洲建筑的风格。无

论是地面建筑，还是地下空间都有着欧式建筑艺术的

影子，诸如铁路局站和哈工大站。为了体现与站域周

围大量的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统一，其地铁站建筑以欧

洲折衷主义为设计理念，以新古典主义建筑为蓝图，并

融合法国新艺术运动时期的地铁站风格，设计成既庄

重古朴又不失现代感的建筑形态。医大一院站的设计

为了展现地铁站的场所特性及与周边环境保持一致，

在地铁站建筑造型上借鉴东正教及基督教的教堂风

格，并融合现代设计手法，创造了一座承古融今的建

筑。在地铁空间的内部设计上依然延续了欧式风格，

如在标准站等站域空间的天花板、墙面等内饰上以现

代设计手法将欧式镂空雕花、几何图案进行了重新设

计、演绎，并根据车站不同的颜色进行变化，形成了具

有哈尔滨特色的地铁站风格。哈尔滨地铁医大一院站

见图6。

哈尔滨地铁作为高寒地带的地铁，在地铁车辆的

设计上也处处体现出哈尔滨的“冰城”特点。例如，车

体外部以浅蓝色的冰的颜色为主，并且饰以冰花图案；

内部则以红色等暖色为主，体现对乘客的心理关怀。

这种设计风格在彰显哈尔滨地域特色的同时，也提升

了市民对哈尔滨地铁风格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结语

地铁站空间作为承担城市交通运输和传播城市文

化与区域特征双重功能的公共场所，其设计的优劣在

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该城市形象的认知[10]。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地区都拥有不

同的文化和特色，如何能在地铁站空间设计中更好地

体现出城市的历史文脉与精神内涵，成为了当代设计

师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与有着上百年地铁空间运营

和建设经验的欧洲国家相比，我国的地铁站空间设计

对场所精神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实际的地铁

站空间设计中，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求新求快；另

一方面要积极发掘地域特色和地域文化，将场所精神

融入地铁站设计之中。宣扬场所精神不只是为了使人

们建立认同感、自豪感，也是让人们，尤其初次到访该

城市的陌生人，在最短时间内体会城市精神、感悟城市

文化与把握区域特色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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