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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视角下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研究

许术红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中国·重庆 401520

摘 要：有关公共艺术的话题和研究在当代城市发展中愈加热门，公共艺术逐渐变成当代城市建设中文化表达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利用多种艺术形式和富有创新的审美观念，传递场所的价值，对公众的观念和精神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它不仅提炼了城市深厚的历史内涵，也反映了艺术创作与场所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公共艺术的介入下，艺术与

场所实现了交融和互补。这种交互作用使公共艺术成为塑造城市形象、传承城市历史、反映城市精神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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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pic and research about public art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contemporary urban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r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ex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urban construction. 
It uses a variety of art forms and innovative aesthetic concepts to convey the value of the place, and has a positive and far-
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ncept	and	spirit	of	the	public.	It	not	only	refines	the	deep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ity,	but	also	
reflect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rtistic	creation	and	place.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public	art,	art	and	place	have	realized	
blending and complementing. This interaction makes public art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shaping urban image, inheriting 
urban	history	and	reflecting	urban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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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城市既是为人而生，也是为人而生，它既是人们思想

的产物，也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人群与活动的聚焦点。

每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特点，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象征。“公

共艺术”可以作为一种以地方为载体的艺术品，结合地方属

性展现内在含义。“场所精神”是挪威著名学者诺伯舒兹在

他的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1] 中所提出的一项

重要概念，最初起源于罗马，诺伯舒兹认为，“环境”是一

种“地方”，是一种“地域”，是一种地域的“地方性”，

其中包括人文氛围、风土风情等。都市公共艺术存在于场地

之内，以大众为中心而存在，如果它的创意与设计要得到地

域的肌理，就必须得到大众的认同；人与艺术、地方之间的

和谐，是人类与地方的内在联系。

1 相关理论解析

1.1 公共艺术

1.1.1 概念

公共艺术最早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主要通

过艺术家对公共建筑进行装饰创作达到展现区域特色及反

映社区文化及公众生活状况，到了 1959 年，“公共艺术百

分比”条例在美国费城予以批准，成为第一个通过艺术家协

会所发起并且通过的百分比艺术城市，这也被学界普遍认为

是公共艺术诞生的标志。这一概念 20 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在

中国出现，中国业内将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首都机场的大型壁

画群作为其起源的标志性事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经历

了约 30 年的发展过程，公共艺术凭借其典型特征公共性和

其多元化的表现形式逐步走进中国大大小小范围不一的公

共空间。

1.1.2 特性
公共艺术发展至今，其核心特质归纳为公共性、公众性、

地域性、文化性、社会性、审美性、互动性、多样性、系统性、

恒久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点”的设置，在城市空间

景观中表现出更加综合化、整体化、立体化的、系统化的关

系，它逐步从点到面，直至最终到整个空间氛围和场所精神

的的营造。

1.1.3 表现形式
从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从传统的壁画、雕塑等

传统形式逐渐向更广泛的内容和形式扩展。根据当下公共艺

术存在空间的不同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来看，将公共艺术分

为公共艺术作品、公共景观设施、公共艺术策划三大类（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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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场所精神

1.2.1 概念
在西方，“场所精神”的研究始于现象学，创立者为

埃德蒙得·胡塞尔，为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2]，后诺伯

舒兹以此为基础，提出“人与自然”的概念。从人们对地

方的空间与特征的认识出发，持续探索对其定位与认同，

注重营造人们能够获得归属性感知的地方。吴良镛提出“场

所精神赋予空间与生活以活力”，定义其特性和核心，这在

西方视角下可能被称作‘场所意蕴’，在中国语境中，‘意

蕴’概念更能契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追求 [3]。吴良镛在

1997 年中国雕塑研讨会上说过“城市是一件伟大的艺术”，

而这种宏大的作品，需要规划、建筑、雕塑、庭园等各领域

的专家一起创作，是一种多重含义的“综合集成”。

1.2.2 特性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场所精神的具体特性可总结为方

向感、认同感、归属感。凯文·林奇的城市理论中提到，一

个具备方向感的环境依赖于精细的规划，而公共艺术作为

其中一种设计表现手法，可以利用公共艺术装置、公共艺术

基础设施、景观小品和场地标识系统等进行场所的方向感

塑造。

各地的自然景观、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

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地方特产还是当地人物，都能成为人

们的情感寄托和地域文化的象征，赢得民众的情感共鸣和

认同。

场所精神的核心在于其历史文化的深度交融和地方特

色的鲜明表达，公共艺术需紧密贴合场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

文化遗产，发掘象征性“本土元素”，巧妙转化为艺术语言，

编织场所叙事，提升场所灵魂，促进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强化人们的集体归属感，赋予城市更深的情感底蕴。

1.3 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的关联性

1.3.1 公共艺术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在城市空间中，公共艺术创意思维的根本立足点在于

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化需求，致力于推动以人为本的物质文

明和审美革命。着重强调公众的积极参与、情感共鸣以及对

价值的共享，这样它才能强化公众对都市历史的记忆，增强

他们的人文认同和归属感。

1.3.2 公共艺术与城市景观元素的关系
公共艺术作品作为城市风景公共空间中的景观元素，

与周边的自然和人文元素是一个整体且相互联系的，能达到

协调统一的目的。它是体现地方精神的一个关键步骤。

1.3.3 公共艺术与公共场所精神
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书中，论述了

当代大城市内“老旧街区”中公共艺术对其的重要性 [4]；柯

林 • 罗代表作《拼贴城市》着重阐述了都市建筑中的时间尺

度问题，并提出要通过建筑、景观、雕塑等手段来营造一种

与之相融的都市文化氛围，使之恢复到原本的面貌 [5]；丹麦

的扬 • 盖尔 拉尔斯 • 吉姆松在《新城市空间中》中，从人文

场地及其认同感知的身份出发，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后现代

都市风景研究 [6]。翁剑青在《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中，

认为“公共艺术”是“都市”的产物，它的出现是由“都市

空间”“社会经济”和“艺术发展”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7]。杨茂川与何隽在《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设计》中，

以人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满足为视角出发，将城市中公共开放

空间划分为情感联系、归属认同、互动交流和休闲娱乐四大

维度，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通过设计实现对个体心灵的

关怀，提升公共空间的生活品质 [8]。在《超越本体的价值含 

义》[9] 中，翁剑青详尽地剖析了现代公共艺术实践的状况及

其实质性的精神导向。他着重阐述了艺术作品在特定环境中

如何介入才能深触公众的心理，特别是艺术的形式、作用和

内在精神如何与公众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孙振华在《公共

艺术时代》中提出了公共艺术是贯穿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整

个过程 [10]。在“地域·社区·环境——公共艺术的特性探讨”

中，认识到公共艺术的诞生源于与环境的紧密融合，它深受

特定地域环境和其中特定事件、主题或角色的界定。这使得

公共艺术与场所的关系在公共艺术理念的框架下显得尤为

显著。

1.4 城市空间公共艺术的价值意义

1.4.1 时代记忆的物化沉淀
在诸多关于时间的抽象理解中，公共艺术独树一帜地

展现了其具体的时空内涵。作为实体存在的它其诞生与发展

本身就是时间的见证，它唤醒了公众的集体记忆，成为城市

记忆的地标和场所认同的象征，同时也是传递城市记忆和提

表 1 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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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场所归属感的有力媒介。例如，重庆渝中区和南岸区石板

桥长江大桥桥头两侧的《春夏秋冬》地标性雕塑。

1.4.2 城市文脉的塑造传承
公共艺术作为城市文脉载体之一，不仅彰显地域的历

史底蕴与美学价值，也是无形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记忆与物质

形态之间的桥梁。这种蕴含深厚历史痕迹的艺术实践，以其

“定义时代”或“开创未来”的影响力，深远地塑造和延续

着城市的文化脉络。

1.4.3 地域文化的表达载体
公共艺术承担着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的重任。它以雕

塑、壁画、建筑等形式展现内涵和特色。公共艺术作品如同

历史见证者，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轨迹，诉说其故事。作为文

化的载体，让人们铭记地域文化的历史价值。

1.4.4 公众互动体验感知
如今的公共艺术不再拘泥于静态且永久的形式，动态

的表演、行为艺术，甚至是社区临时的文化活动、节庆或仪

式，因其公共属性的显著增强，也被视为公共艺术的一部分。

趣味性和互动性丰富了人们与空间的体验。同时，那些在网

络公共平台例如论坛、博客，甚至是微博和微信的广泛传播，

引发公众热议的艺术现象，也被学术界部分人视为公共艺术

的新形态。

2 城市公共艺术实践现状归类分析

2.1 文化纪念性主题雕塑
文化纪念性主题景观雕塑，是景观情感传达的核心，

它所营造出的场所精神，是对历史的深刻铭记与对未来的美

好期许。更承载了深沉的思考、情感与精神内涵，它承担着

社会功能，成为回忆往事的寄托，哀悼之情的抒发，沉思与

集会的圣地。它们不仅仅是石头或金属的堆砌，更是人类情

感与思考的结晶。

2.2 地域属性公共交通
重庆以山城为特色，地形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赋予

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也造就了李子坝“轻轨穿楼”和“长

江索道”等令人惊叹的城市景观，成为重庆独特的城市地域

属性公共交通。这不仅仅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个城市地

标，一个文化符号。

2.3 公共空间景观地标
城市中不乏大大小小的公共空间，其目的是提供给大

众日常生活、休闲休憩、人际沟通交往的活动空间，公共艺

术的表现形式涵盖了从街头矗立的雕像，到公园中的艺术装

置，乃至建筑结构与实用物品的创意融合。它不仅提升了空

间的美学价值，还提供了深度的观赏体验。

2.4 多业态中艺术装置
公共艺术不仅存在于城市的广场、公园、街头中，还

进入商业空间、公共交通工具等多业态场所中。以其独特的

魅力和创意，吸引了大量民众的关注和参与，它不仅是一种

装饰，更是一种社交和文化交流方式。

3 场所精神视角下公共艺术介入维度

公共艺术的介入并非单一模式，既可凭借元素间的综

合影响，也能依赖某一主导要素来塑造空间体验。例如凯

文·林奇所阐述的，在微观环境中，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往往

源于各元素的独特排列。因此，无论是哪种元素的运用或是

元素间的巧妙结合，公共艺术作品想要实现其场所精神的具

象化表达，关键在于与公众的感知深度交融，形成共鸣（见

表 2）。

3.1 显性感知元素
公共艺术主要通过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感来促进对

场所精神的体验感知。将其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其一为公

共艺术介入景观设计中的显性感知元素，即为现实景物；包

括地形、道路、构筑物、植物和水体，除了所处环境带来的

地域特征属性之外，其表达形式中所涉及的造型、材质、色

彩、肌理和秩序也是公共艺术构成场所精神表达中的景观建

构环节。

3.2 隐性感知元素
区域性的自然和社会事件对场地的物理状况和大众的

一般认识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自然灾害、历史事件、

文化活动等，它们在场所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影响了场所

的氛围和人们的感知。利用公众艺术活动来表现和推理，能

够很好地传达出地方的核心与内涵（见图 1）。

3.3 综合价值认同
从场所精神的综合价值在城市空间景观中的内化历程

来看，公共艺术的融入不仅响应了城市景观在特定阶段的人

性需求，也赋予了精神内涵，它作为触媒，旨在引导感知者

对场所内艺术作品产生主观认知，进而对场所精神的全面理

解和接纳至关重要。鉴于城市景观受众的多样性，如年龄、

表 2 公共艺术多角度介入场所感知内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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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和兴趣的不同，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展现出的独立视角。

因此，在公共艺术与城市场所精神象征的融合过程中，强调

“公众性”这一核心要素至关重要，要更加关注个体的感知

体验，以实现艺术与城市的深度互动（见图 2）。

4 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策略构建

公共艺术六维场所感知介入策略见图 3。

4.1 加强基础功能性
并非大型雕塑、壁画、艺术装置、构筑物等才是公共

艺术，城市的建筑、交通、栏杆、电线杆、座椅、候车亭、

灯光等这些都是属于公共视觉的范围，在日常生活中最具有

实用功能性及形态美感的大概就是公共艺术设施了。

4.2 提升艺术审美性

公共艺术审美特性可以从两个核心维度来剖析：一是

形式的精致构造，二是象征的意象表达。一着重于运用独特

的符号或艺术手法，如色彩的巧妙搭配、质感的细腻处理、

材质的选择以及雕塑的形态设计，旨在营造公共空间艺术气

息。二则源于空间的互动和情感的共鸣。艺术家通过作品寄

托情感，并激发观者的感知和情感回应。形式美与意象美在

公共艺术中相辅相成，将景观与创作主题进行统一，聚焦场

所精神，促进公众场所感知。

4.3 适应景观品质性
为了提升景观品质，必须考虑公共艺术与场地的生态

适应和谐性。具体涉及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公共艺术在生态

环境中的配比，它的存在应该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二是公

共艺术在生态环境中的分布属性，布局考虑到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利用。三是公共艺术介入与支援生态环境的程度，好的

公众艺术既可以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又能对周围生态环

境产生正面的介入与支撑。

4.4 满足趣味交互性
与传统城市雕塑相比，公共艺术的互动性是其最大的

特点。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也是能够满足大众参与的平

台。通过科技手段，如灯光、投影和音乐等，为公众提供

多维度的感官体验。这种互动的过程不仅激发了公众的想象

力，更让他们在场所中获得情感的共鸣。

4.5 感知独特体验性
大众对公共艺术的认知源于其独特的体验过程，各种

行为体验的多元信息汇聚在一起，成为公众评估公共艺术价

值的关键参考，进而影响他们对环境的喜爱程度以及经历

心理和行为体验后的感情反应。公共艺术在进行空间肌理表

达、场所风格化后，可达到向公众传递独特体验性的目的，

更好的促进公众对场所精神的感知。

4.6 认同共鸣归属性
公共艺术与场所精神的物化体现。反映了城市的物质

形态，更映射了其社会形态。公共艺术能够鲜明地展现出独

图 1 公共艺术介入隐性感知元素的场所精神表象化

图 2 公共艺术介入公众感知认同的场所精神表象化

图 3 公共艺术六维场所感知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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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场所精神，使其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从而增强识别力、

感染力和凝聚力。这是人与人、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一座桥

梁，使景观环境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场所”，让人们在其中找到归属、交流与共鸣。

5 结语

在城市发展迅速的时代背景下，倡导城市更新、文脉

延续与文化自信同步进行，文脉传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

性，更以场所文化为导向、发扬场所文化精神和促进公众的

体验感知为目标进行规划设计。在城市文化景观建设中，不

能盲目追求单方面的形式美、功能性、刻意呆板的文化输出，

要挖掘场所特色属性与特色文化，以公众体验感知出发，综

合考量，融合促进场所精神感知。利用公共艺术的多样化表

达形式和多维度策略的探讨，进行场地设计实践，验证公共

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北京: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2010.

[2] 李畅 ,杜春兰 .明清巴渝“八景”的现象解[J].中国园林 ,2014, 

42(5):4.

[3] 吴良镛 .关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建筑学报 , 

1999(4):3.

[4] 简·雅各布斯.金衡山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5] 柯林·罗.拼贴城市[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1.

[6] 扬·盖尔·尔斯·吉姆松.新城市空间中[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2022.

[7] 翁剑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当代公共艺术文化及价值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 杨茂川,何隽.人文关怀视野下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M].北京:科

学出版社,2018.

[9] 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中心,中国公共艺术年鉴2015[M].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2016.

[10] 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许术红（1998-），女，中国重庆人，硕士，

助教，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