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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的问题，研究城市问题，其实就是研究“人”。
建筑作为城市物质空间的基本构成单元，其核心的功能与空间问题，其实也是“人”的问题。
因此，研究人的行为、分布、文化、心理⋯⋯是认识、分析、把握空间与功能的重要步骤与过程。
此外，建筑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绝大多数建筑都与周边的建筑、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研究建筑，不仅仅要研究其“小”，更要研究其“大”，从城市入手、从城市空间入手研究建筑，可
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建筑，进而更加有效地设计建筑。

本书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城市理论教学的部分成果，以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城市设计原理”
、“城市规划原理”两门课程的实验性联合研究课题为基础，结合了两位辅导老师对于城市公共空间
，特别是城市广场的研究，以理论和实例分析结合的手法呈现出来。
作者独辟蹊径，从最基础的空间研究、行为分析入手，将理论教学与空间认知紧密结合，将枯燥的理
论讲述变得生动活泼、具体入微，从而引起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研究和分析
的方法，体现了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青年教师们在推动教学改革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骨干青年教师，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
两位老师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两所国内建筑顶尖高校，也都有海外学习、游历的经历，对
于城市问题，城市公共空间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治学严谨、勇于创新，非常高兴看到
他们教学实践探索的成果结集出版，也相信他们将来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教育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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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学士；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硕士；中央美术学院建
筑学院讲师；数字空间与虚拟现实实验室主任；德国Professional Lighting Design杂志中文版《照明设计
》执行主编；于国内外学术专业期刊发表十数篇论文，并出版有：《瞬间，意象的碎片》、《国外著
名设计事务所在中国——gmp》（第一译者）、《欧罗巴的穹庐下——西方占建筑文化艺术之旅》（
与字文鸿吟合著）、《国际照明设计年鉴2008》（主编）、《国际照明设计年鉴2010》（主编）等书
籍。
　　虞大鹏，同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与理论方向工学博士；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城市规划
与设计教研室主任；注册城市规划师；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访问学者；在《城市规划学刊》、《建筑
创作》等核心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如《北京的住房供给与住房建设规划》、《旧城街道的生与死
》、《知识型产业集聚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社会资本、协作型竞争与我国城市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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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 尺寸　　家具对空间的分隔作用主要受家具的尺寸影响。
卢原义信的研究表明家具的高度可以影响人对空间连续性的认知。
当低于30厘米时，视线和肢体感知几乎不受高差的影响，空间是连续的；高度为60～90厘米时，视线
是连续的，但肢体感知已经被阻断，空间分隔的暗示已经形成，但因为视线是连续的，所以空间分隔
感不强，高度到达1.2 ～1.5 米时，家具已经到达眼睛的高度，视线开始受到干扰，空间开始被划分开
，当高度到达1.8 米时，家具已经等同或超过人体的高度，空间阻隔感、私密感迅速加强。
　　在家具中喷泉、树木，灯杆等竖向性较强的元素正是通过尺寸，特别是高度来影响广场空间的。
因此，在观察此类家具时，必须特别注意它们对广场空间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对比的方法，通过模拟调整此类元素的尺寸。
来感知不同高度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除了高度对空间的分隔作用，家具的宽度和厚度也对空间分隔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同等高
度的情况下，家具整体体量越大，对空间的统治力越强，对空间的分隔作用也越强。
　　3.2 位置　　在广场空间中，在不考虑尺寸的前提下，家具位置对人群行为的影响要大于对空间效
果的影响。
根据扬·盖尔（JanGehl）的理论，人在城市户外空间中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步行、驻足、小坐、观
看、聆听、交谈等。
其中前三种行为在广场中是“自发性行为”，它们和周边环境的质量，个人心情有关；后三种行为是
“社会性行为”，又可以称之为“连锁性行为”，除了和环境因素有关外，还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和行
为有关。
。
在广场空间中，家具及其位置的布局是环境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既可以承载人的行为，如坐椅提供了小坐的可能性；同时又影响人的行为，如坐椅安排在背后有
遮蔽物，前方又视野好的位置上，则可以引发人们的观看、聆听行为（图20）。
　　根据家具的功能和位置组织的关联性，可以大致将广场家具分为两类：适合放置在广场中央的，
适合放置于广场周边的。
　　第一类家具主要包括喷泉、雕塑、艺术品、独赏性植物等，它们的功能以观赏性为主，是被观察
物，所以也适合放置在广场的中央的开敞部分。
它们对人群动态的行为，如步行、短暂的驻足观看具有较明显的影响力。
它们如同磁场，对人群有吸引作用。
在广场中，此类元素往往也扮演着叙述广场主题的角色，是广场这场戏剧的主角（图21）。
本书后面对798创意广场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此类元素对于空间质量和人行为轨迹的影响。
　　第二类家具主要包括坐椅、起隔离作用的短立柱、书报亭、垃圾收集设施等。
它们主要用来满足人群在户外的基本活动需要，功能性强，它们大多扮演着行为承载者的角色，并为
人提供了观察点。
因此，此类家具大多沿广场边沿布置，这样既不影响人在广场中的穿越行为，又为处于静态行为的人
群提供了心理私密感的依托物（图22）。
　　诚然.广场家具在利用其尺度和空间位置影响广场空间质量和人的行为的同时，其自身也必须具备
良好的设计质量。
一个好的广场家具应该具备功能性、系列性、趣味性、艺术性等特征。
这些也是在观察广场家具时必须注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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