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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步行景观之路”对中国城市道路步行系统建设的启迪

王存存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济南250101)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开始深刻反思汽车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最终他们发现，通过建立和应用完善的步行系统

可以有效改善城市拥堵及人车矛盾的交通状况，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及道路景观的提升。创造富有活力和价值的城市道路

空间。本文通过笔者“步行巴黎”的亲身感受，从景观的角度分析巴黎步行系统，以此对我国城市道路步行系统的建设有

所启迪。

关键词：巴黎城市建设步行系统景观

前言

前言行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突然发现身边少了

宽阔的马路和呼啸而过的汽车，少了疲于奔命试图横

穿马路的人群，少了千篇一律可怜兮兮的立在马路中

饱受尾气摧残的绿化。而在我们身边更多出现的是

纵横阡陌的羊肠小道，纷繁复杂的指示牌、交通信号

灯和斑马线，规规矩矩停靠在马路一侧的小汽车，以

及随处可见的自行车自助租赁点。还有当我们走在

斑马线上，汽车司机总是礼貌地挥出左手示意我们先

行；还有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华灯初上，路旁无处不

见的露天咖啡吧和休憩座椅，还有那比车行道还要宽

的中央步行景观廊道，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作为

一个步行者所得到的尊重，真正对人权和自由的尊

重!我不禁深思：是什么使巴黎能够在汽车横行的时

代仍能令步行者成为道路的主人?它是如何将步行

这一出行方式在经历了汽车泛滥的年代后又亲切的

带回人们身边的?它给我国未来城市道路步行系统

的建立带来了那些启迪呢?

1 巴黎步行系统建立的前提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汽车数

量不断增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汽车带来的问题——

对汽车的过度依赖，交通状况的恶化，人车矛盾的激

化，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富有活力和价值的城市空

间的消失等等。当面I临id,汽车数量呈现绝对增长的

情况下，巴黎政府并没有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来解

决交通问题。探究其本质则是其认识并尊重了道路

的主体，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而不是供人使用的汽

车。

在巴黎，交通堵塞并不是通过无休止的拓宽马

路，增加高架桥，大量的停车场来解决，而是采取一种

逆向思维的方式来诠释，甚至可称之为“以堵治堵”。

老城内依然是我们看到的窄窄的街道，并且道路密度

很大，而不是我们无法穿越的宽阔的任汽车飞驰的景

观大道。在这里，街道任人们随意穿梭，而汽车的速

度却不能随意发挥；这里也没有大量的停车场，汽车

多数都停在街道两边，昂贵而又频繁的收费又让汽车

不能久留；甚至道路石钉式的铺装都是阻碍汽车快速

行驶的因素。一系列为汽车设置的种种障碍让行车

可能会遇到更大的交通问题，而这些布置却是建立在

对步行者的种种考虑之上的!

然而在今天，在巴黎尤其是在街道狭窄的旧城

区，交通拥挤依然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避免

大量交通问题的出现，巴黎发达的公共交通很好的支

持了人们出行范围的最大化!因此，巴黎在坚持优先

发展公共交通的基础上，政府又为其下一步的交通发

展方向提出了“软交通”的概念，鼓励自行车和步行交

通系统建设，并为此专门设计了自行车和行人专用

道。除此之外，市政当局还推出了诸如鼓励搭伴出

行、限制市区企业修建停车库、取消市区免费停车场、

发展有轨交通工具和调整居民区与商业网点布局等

措施，缓解市区交通压力。

巴黎政府所作的种种努力，为巴黎步行系统的建

设创造了条件。

2从景观的角度分析巴黎步行系统及对中国

城市道路步行系统建设的启迪

笔者根据道路性质及交通量，从景观的角度将道

路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并逐一分析：城市主干道、一

般性城市道路、商业街道、商务办公区域道路和滨河

道路步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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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城市主干谨

城市主干道应是一座城市中最宽的，往往贯穿整

座城市，而且能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道路，要么是

在城市的轴线上，要么就是城市外环．再就是在主商

业区域或有明显特色的道路。以巴黎香榭丽舍_^=街

为例。

l巴黎香榭丽舍太街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Avenue d错Ch跏ps—

Ebse自)位十巴黎市老城区的中心，糸起协和_r场

(Ha睫de laConcorde)．眄争星形广场(Place de

Emile)．金长I 8km，宽约70m的车行道两侧各有约

20m宽的步行道。香榭丽含大街是巴黎东西向轴线

的一部分，它对于巴黎城市空间及形态有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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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榭丽弁大街号称足世界上最美丽的散步大道．

商业旅辨与街道景观之间完美结合。它以删点广场

为界，分为风格坦异的两部分：东段700m以恬静的自

然风光为主．车道两侧是平坦的草坪和高大的乔木，

再外侧是林荫步行道；西段1100m则足繁华的高级商

业区．世界名牌云集，其中时尚‘j美容类产品占据主

昝地位。香榭丽含大街还是巴黎晟负盛名的游览胜

地之·，除了街道两蜡著名的协和广场和凯旋门，它

还拥有许多历史记忆．对游客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

历史的积淀与磨合之下，香榭丽台大街的高档商业氛

围、世界时尚气息以及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之间形成

了一个古老与时尚、恬静与华丽的复杂混合体，而lE

是这种复杂性为它带来了无穷的魅力。

作为人车并存的城市街道．在景舰设置}还有一

个关键的问题：如何协诃车行与步行之问闻速度差异

而带来的尺度上的矛盾。香榭丽舍大街的景舰处理

显得平实宜人，更加注重人的使用。靠近掷和广场一

侧由树木和花园构成主要街景，靠近凯旋门一段则由

崭集的7层左右的建筑构成街道的边界。这些建筑

色彩高度相近细部丰富令街道界面统一．尺度亲切。

步行道由原来的12m拓宽至24m。路面采用花岗石

铺装，用简洁而连续的拽灰色路面统一街道的整体风

格，再以深灰色装怖带将步行医纵向分区。在最靠近

建筑的5m范围内ff}街餐馆可议玻璃屋和露天』社椅提

供餐戗服务。在新老步行道之问加种了一排行迫树，

加上原有柑街树木形成双撵树的韩荫人道。此外，在

靠近树木的条形地带设置休息长椅．路灯及其他街道

设施，采刚灰黑色基调，庄重而典雅的风格与香榭丽

舍大街的传统形象完美地相融台。

2借鉴意义及建议

在中国，城市主干道动辄就是双向六车道、八车

道．车速快，车道宽．汽车成为了道路的主人．而行人

成为弱势群体。步行道太多只是窄窄的一条．景观设

施甚孽是服务没施缺失严重。行人过街毫无安全可

言。有些打着“录观人道”旗号的道路往往贝追求视

觉上的大气、规整．而在人性化上考虑甚少。所以，通

过上述对香榭丽裔大街的分析，“及对巴黎其他类似

道路的了解与感受．提出以下几点借鉴意义及建议。

(1)人行道

人行道是’道路平行、并排的人行通道。在巴

黎．人行道不是我们通常见到的在车行道两边附屈的

两条窄窄的小马路，人行道的宽度均是大于或等于车

行道的宽度，在尺度上投有给^们带来压抑与排挤，

即使是香榭丽禽凡街，人行道与车行道也是等宽的，

并且在如此繁忙的车道两旁依然为行人创造丁宜人

的括动及休憩空问。热闹的咖啡馆，舒适的座椅，凉

爽的树阴，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感觉不到是在一条城
市曲亦埔十千：#卓r网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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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在未来的人行道设计上应更加注重行

人的舒适性、参与性和景观性。有些景观大道外侧一



般都有少则30米多则上百米的绿带空问，在设计时

界定必须见做绿化处理．uI“结合同边建筑，行人

的需求和感受，与人行道台并设计成鼻正供行人参

与，为行人提供林荫、舒适、体憩和交流的步行景舰空

间。

(2)人{讳《道

在巴黎．很少见到过街天桥，行人在跨越主干道

时往往通过^行地道。而人行地道的作用并不仪足

为止人们安全的通过宽嘲的马路而建立，而是气地下

轨道的建世紧崭相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定距离后会

出现一个地F通道．1町上【往往别具特色．这吧不仪仪

提供了快速到达其他地方的可能．而I：1形成了巨人的

地下商业空问，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乐趣。

鉴于中国车行道很宽的现状．仅仅依靠人行横道

很难解央行人i=上衡问题。所以．必要的人行过街天桥

及地道还魁拦有的，在设置时陈r要满足行人过街需

求，在设计I：电要注重其造型应符合道路甚至足城市

景观特色。

(3)中央分隔带

在巴黎，很多主f‘道的中央分隔带往往宽度都在

10米以上，井将其设{|成r}l央步行景观带。通过树

阵、步道．休憩广场，座椅和低矮且丰富的灌木绿化等

景现设计，既为行人提供良好的步行空间，也丰富了

道路内容，更为行人跨越主干道提供过渡等待场所．

保证行人过街安全。在崮内．像上海的肇家浜路为类

似设计形式成功典范，但纵观仝匍浚没计形式仍然较

小肆议★n柞广r蚓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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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留场所

在巴黎我们经常aT以看到为了满足步行者睦时

问停肾．{If会而设置的街头广场，绿地．小鼎辨乐场等

一系列公共空间．尤其是在交卫I I处。这蚌地方不只

是被动的满足丁^们的需求，垃计师还通过对这些场

王茬在卫墼2赶遽盟圭监立垃屋擅壹遵照生盘盘统塞逵幽
所的主动设计从而形成r嗳引人们驻足停留、促使人

们j}lj百奄筑的高有埠味的活动本闻 f囝4、

目5一＆性城$女路

徉中国，对于一般性城市道路更应注重步行系统

的建设，在借罄巴黎道路醴计的基础L．结台巾国国

情，在公共交通系统和自行车出行系统口趋完善的1li『

提下，应强制缩窄阜行道宽度，井增加道蹄密度，部分

有条件的道路可改烈向行驶为啦向行驶．加宽步行窄

问，并为行人提供相应的步行设施需求．逼迫人们放

弃汽车出秆．从f^J实勇已“以堵精堵”的U的。

2 3商业街道

在巴黎，提到商业街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巴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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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室内街。室内街产生于18世纪后期欧洲国家的

些城市，是一种具有创新特点的城市设施形式。在

气候相对变化较多的城市里，为了躲港不利的天气，

同时将行人步行的交通诫线与汽车分开．人们建设了

这种上方通常覆盖玻璃赝的、半窜内化的供行人使片J

的步行通道．其内部的功能主要是商业和手T业活

动。室内街将室内艺术装饰与室外的阳光、植物等因

素结合，兼有室内、室外的双重特点，实现r城市建

成环境内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整台。窜内街解陕

了行人的交通问题而且其特殊的环境氟丽也令人身

心愉悦，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人文景观。(幽6)

目6 i内面

在中国，像商业步行街道可以借鉴巴黎室内街的

醴计形式，丰富商qk街区卒间特点，为购物者挺供安

全、卫生、环境优美的购物环境。但对于人车混行的

商业街道．可以借鉴香港“空中连廊”的形式。通过建

设“空中连腾”和人行天桥，与地F通道丰H结合，组成

了一个完善的步行系统，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备

日的地．有效丁实现人车分赢，并体现了。路权分配”

的理念。

2 4商务办公区域道路

解央商务办公区域人车混杂的最好途径就是采

用“立体化空通”系统。但是这井不是要人通过过街

天昕或地F通道而离开人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空问．

将最富价值的场所让位于车。相反，人的通行空间井

不改变，而魁将车分离出去。例如巴黎的拉德芳斯新

区．就是立体交通的一个成功范啻j。(罔7)

拉德劳斯新区规划巧妙的利用了城市空闯．开辟

多平面的奎通系统，实行人车分流的原则，芈辆全部

在地下三层的交通道行驶．地面全作步行交通之用。

并且与地铁紧密连接，满足人口J方便的出^该区。同

时在拉德芳新新区的中心部位建造了一个巨大的人

工平台．有步行道、绿地和人工湖等景观。在构建了

立体化的步行系统基础上．还提供r游憩娱乐的场

所，创造了富有魅力的步行空问。

口8 III蚺河

像巴黎的塞纳河(图8)，虽然其河岸较窄，但是

它通过丰富多彩的景观空间设计，和足够的林荫成功

的将步行的人们引人到河岸上，自然而然的完善r巴

黎步行系统。而寒纳河蜿蜒数千里，连接两岸的桥梁

尤为重要，这些桥架的设计不仅仪完成了交通的作

用，同时颦遗丁更富魅力的公共空间。像塞纳河上连

接m西公园的曲彤桥足·座尺度巨大的双层桥．双层

的设计给予了人们多种选掸，在下层空间的中间位置

还提供了座椅，让人们可以休憩，交流．欣赏河畔风

光．多样功能在空间上的复合让人们漉连忘返。

嫩一翻



如何将道路自然融人到河道景观当中，将步行道

合理的放置在河岸当中，使行人能够忘却道路的喧

嚣，并体验亲水的快感，是国内滨河道路步行系统建

立亟待解决的问题。

3结语

面对今天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小汽车带来的种

种问题，巴黎之行让我们看到交通问题决不是道路的

无限扩建与景观大道的建设所能解决的，这只能带给

城市诸如生态环境的恶化，交通的堵塞，城市空间活

力的丧失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应该更

多的去关注城市机能的合理组织，公共交通的发展，

以及步行系统的建立。而对待小汽车的政策态度直

接关系到将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步行的人，放到一个

怎样的位置，关系到如何创造一个真正适宜于人生活

的景观城市空间。

另一方面，步行法国让我们体会到了步行的多重

含义，感受到在步行过程中一系列富有生趣的活动交

织在一起。巴黎的步行系统的建设在满足了我们安

全，舒适的交通需求上，又让我们体验到步行空间的

生活魅力，让我们领略到了优秀的步行空间设计。在

这里我们看到丰富多样的步行景观，体会到人与人之

垂查壹；里鏊：垄堑量麴奎蟹：型虫国趣壹道路生红丞统建遮的启迪

问的热情友好，感受到相互交流的舒畅，更重要的是

我们发现这样的魅力是可以创造与再现的，只要我们

真正把握住其本质，富于生命力的步行系统在我们国

家也可以发挥其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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