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地铁人 口的标志

扩大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
一一西德法兰克福市地铁见闻

陶德华

一
、

法兰克福地铁的发展

城市空间立体化
，

是当前城市现代化的重

要侧面
，

发展地下铁道网是现代城市的重要趋

势之一
，

而地铁车站又成为城市空间设计的一

个组成部分
。

笔者于 ����年在西德期间
，

对各地

的地下空间特别是法兰克福的地铁作了一些了

解
，

将它写出来希望对开始发展地下铁道的城

市能有些参考价值
。

位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
，

有着悠久的

历史
，

现在是联邦德国的商业
、

银行和交通的中

心
，

也是欧洲的重要枢纽之一�图��
。

第二 次世 界 大 战末期
，

法 兰 克福被毁

达���以上
，

战后除了在市中心罗曼广场附近

按原样修复了一些著名的历史性建筑外
，

由于

城市的性质
，

出现了许多现代建筑
，
集中了西德

多数的高层办公楼
。

这里有���家以上的西德和

世界各国的银行
，

是西德最大证卷交易中心
，

也

是世界大金融中心之一
。

法兰克福有规模宏大

的博览会
，

在美茵河的对岸
，

博物馆鳞次栉比
，

有

建筑
、

电影艺术
、

雕塑
、

油画… …其中��年代建

成的工艺美术博物馆是美国白色派代表
，

著名

建筑师理查德
·

迈耶的作品
。

由于法兰克福城市的历史和特色
，

在交通

问题上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

一是中心城市常

住人 口不过��余万而流动人 口在���万以上
，

他

们大多数住在北面的陶努斯山麓一些美丽的小

镇
，

也有住在南面达姆斯达特到朗恩一线的森

林中僻静的村庄里
。

城市中心火车站在西部
，

主

要高速公路也来 自西部
，

所以大量人流从西部

进人城市
，

再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
�
二是法兰克

福是一个老城
，

大多数街道保持原状
，

因而狭

窄
、

曲折
，

尽管设置了许多单行道
，

有计算机控

制的红绿灯
“

绿波
”

系统
，

但在高峰时
，

仍有小汽

车排成长龙以等待开上高速公路的情况
。

这两

点就是法兰克福大力发展地下铁道的紧迫原

因
�

酋藉失多数主要城市都有发达的地铁网
，

如柏林
、

汉堡
、

慕尼黑
、

斯图加特……等十多个城
�
。
生‘九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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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法兰克福地铁线路图

市
，

它们也都与法兰克福一样
，

城市交通极为方

便
�

这些地铁有岁下特点
�

�一�地 铁 交 通 网����
、

近 郊 快 速 交 通

网����与国家铁道交通网����相结合

一般在城市中心区有地铁网��
，

同时从中

心区放射形地安排了近郊快速交通线��
，

使近

郊上下班人流既能直接抵达市中心
，

又能方便

地转乘地铁
�

此外
，

部分重要线路将近郊快速��

线路与国家铁道合为一体
，

可以从市中心直接

开上铁道�二者轨距是一样的�
，

到达邻近联系紧

密的城市
，

如威斯巴登�黑森州首府�和达姆斯达

特�文化教育中心�等
。

三种线路紧密联系
、

配套

成龙
。

�二�地下铁道与地上铁道相结合

法兰克福市政府制定了一个原则
，

凡房屋

密度高
，

或周围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地段
，

则同意

建造地下铁道
，

而其它地段建议造在地面上
。

这

样一来就节省了大量造价
，

当你乘在地铁里
，

时

而在地下坑道行驶
，

时而又窜到阳光明媚的地

图� 投资�未包括设计与管理费�

面上
，

周围的景观在不断变化
，

也另有一番情趣
。

�三�统一规划
、

分期发展

地铁造价高
，

工程难度大
。

法兰克福市采用

了统一规划
、

分期发展的方针
。

法兰克福地铁也

只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史
，

它先建成了�线
，

继而

建成了�线
，
����年又开始建造�线

，
����年部分

通车
，

并还在继续建造之中
，

要到����年才能全

部接通�图�法兰克福地铁线路图�
。

图�是历年

地铁投资额
，

图�是各种费用开支的比例
。

��年

来
，

地铁规划也在不断地修改完善
，

以适应城市

发展的现实
。

�段地铁一共耗资��
�

�亿马克��� �
，

其

中�
�

��亿马克是联邦政府按公共交通经济法提

供的
，
�

�

��亿马克是黑森州政府提供的
，
�

�

��亿

马克来 自联邦铁路局
，

仅 �
�

��亿马克由市政府

开支
。

�段地下全长�公里
。

它的核心区为 �
�

�公

里长的多轨区段
，

同时有��和��
。

法兰克福的地铁工程起步并不早
，
���� 年

地下隧道部分有��公里
，

二十多年来不断地设
图� 各种费用开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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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市中心下沉式广场

兼地铁站人口

计
、

施工
、

终于形成了今天纵横交错的地下交通

网
。

地铁设计室也是���� 年成立的
，

它的负责

人�
·

斯密特先生 ����年毕业于达姆斯达特工

大土木系
，

他以地铁为毕生事业
，

成效卓著
。

二
、

法兰克福地铁

法兰克福的地铁在世界上虽然算不上是第

一流的
，

但却相 当典型
。

市区人 口仅�� 万
，

却

有��公里的地下铁道和与之相连的近���公里

的各类线路
，

共���公里
，

应当说是四通八达
，

快

捷方便
。

它在地下空间设计方面
，

反映了现代地

铁设计的一些特点
�

�一�地铁车站与城市空间的统一组合

法兰克福一般的地铁车站人 口往往并不太

显眼
，

就在路边或步行街的街心设一个人 口
，

但

标志却十分醒 目
，

如兰底白字的�和白底绿字

的�
，

一 目了然而又简洁大方
，

是城市景观中的

一个点缀小品
。

市中心或火车站等重要部位
，

则

与城市地面总体布局形成有机的空间组合
。

城市的商业中心采尔������
，

其步行街人口

处的霍普特瓦赫������������车站就是典型

一例
。

对于城市中心区地下空间的开发与选点
，

它注意了保护古建筑及地区的历史面貌
，

避免

对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破坏
，

该地铁站及入 口广

场设计
，

是按设计竞赛的中标方案来建造的
�

霍

普特瓦赫曾经是古代军队的哨所
，

按原样修复

后
，

成为法兰克福市一个著名的咖啡馆
，

它位于

地铁站地面人 口的南面
，

与邻近的地铁站康斯

坦波瓦赫�����������
�����之间是欧洲最大

的商业步行街之一这个车站联系着�条��和�

条��
，

所以它不仅是上下车的枢纽
，

而且与地面

的商业中心形成一个三维的组合空间
。

城市的

中心广场上布置了绿化
、

雕塑
、

水池等小品
，

并专

门设有为残疾人进入地铁的电梯入 口
。

这里利

用广场地面标高的变化
。

既进行合理的功能分
‘

区又丰富了广场的空间层次
。

高出城市地面的

露天平台与霍普特瓦赫咖啡馆相连
。

下沉式广

场是进人地铁车站的过渡空间
，

在不同高度的

平台周围设置了各类特色商店
。

城市中心广场

与下沉式广场的有机结合
，

给人们提供了立体

的多角度的变幻景观
。

法兰克福的市民喜欢在

这里休息
、

游玩
、

购物及观看各种街头的小型演

出
，

尤其在节假 日
，

这里更是热闹非凡
，

成为法

兰克福市的重要景点之一�图��
。

�二�地铁车站与商业网点的关系

法兰克福的一些地铁车站既是地下交通的

中心
，

又是地下商业中心�图��
。

地铁车站某一

站相结合的
，

在站前广场的下面有三层地下空

间
。

在平面与空间上
，

组织各种人流
、

货流
、

车流

的进出及疏散
。

地下铁道的各个方位的次要人

口
，

通常设置在周围道路的人行道边上
，

用地下

图� 地铁站台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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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大学站入 口 示意

通道与地下站台大厅联系起来
。

由地面进入地

下一层的交通除自动扶梯外
，

还附有大宽度的

多级台阶
，

而通向下二层站台则完全采用 自动

扶梯
。

作为城市火车站兼地下铁道这样一个重

要的交通枢纽
，

站台大厅按规安排 了问讯
、

售

票
、

小件寄存外
，

还设有各类小吃咖啡店
、

花店
、

水果店
、

邮政书报亭及带有城市特色的旅游纪

念商店… … 。

另外还有 自动售票机和 自动照相

机
，

人们只要花几个马克
，

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得

到所需要的彩色证件照
。

这些服务设施
，

既实用

又有条理
，

为过往旅客及接送客市民
，

在等待
、

逗

留
、

休息时
，

提供一个舒适而又亲切的环境
。

由各

种色彩及灯光所标志的指示牌
，

明确无误地引

导旅客到达要去的部位
。

城市火车站与地下铁

道站台相连结
，

可以加速人流
、

货流的周转及与

标高的大厅与地上大百货商店地下商场的人 口

相连通
，

过往旅客经过大厅能 自然地转换成商

店的顾客
。

对交通而言
，

这分散了人流
，

一部分旅

客经由各商店的自动扶梯走上地面或商店的各

层商场
，

起了交通分流的作用
，

而对商业而言
，

地

铁则给它们引来大批顾客
，

大百货商场通常把

卖食品
、

蔬菜的超级市场放在地下商场
、

便于下

班过客顺便选购
，

既方便了顾客
，

又扩大了营业

额
。

商业与交通相辅相成
，

连成一气
，

商店还补偿

地铁部分投资
，

互惠互利
。

我们似乎还缺乏这种

观念
，

如某立交桥因用了部分商店面积
，

市政部

「�与商店双方还为相联部分的使用权有争议
，

在商品经济 日趋发达的今天
，

地下空间的综合

利用与设计也应适应这种新观念
。

�三�地铁车站与城市主要交通枢纽相连结

法兰克福市另一个较大的地铁站是与火车

其他城市的联系
。

并给广大市民和中转旅客带

来极大的方便
。

�四�地铁车站室内环境设计

地铁车站的室内环境设计
，

应突出其地下

交通建筑的性格特征
，

运用技术及艺术的手段
，

来满足人对特定环境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
，

创

造出安全
、

舒适
、

宜人的室内环境
。

�
、

创造特定的室内环境

地铁站的室内设计
，

个别是由土木工程师

进行设计的
，

大部分站台是按设计竞赛方案来

建造的
，

这里想介绍一下法兰克福市大学站的

设计
。

该地铁站的人 口
，

是一个倾斜截人地面的

车厢
，

车厢内部是木制的顶棚和护壁
，

沿车厢纵

向上部有统长的木拉手
，

人们沿着与车厢平行

的台阶进人地下站台
，

在车厢与城市地面标高

的交接处
，

有被车厢挤出的石块堆
· · · · ·

一切都
栩栩如生�图��

。

这写实而又象征主义的手法
，

说明了地铁的发展是由地面车辆进人地下后而

出现的
。

大学生站的地下站台大厅端部
，

还特地

为大学生设置了宽敞明亮的地 下图书阅览室
，

但更引人注意的是
，

在大厅里有不少距离不等
，

成组的柱群
，

其中一部分是必要的承重柱
，

而有

些是完全不承重的装饰柱
，

它的寓意是地下空

间的柱子必须承担来 自土层的沉重压力
。

在地

铁坑道的墙面上
，

悬挂着�米高�米宽的巨幅黑

白照片多幅
，

它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

秘秘颧颧颧咏咏咏咏咏
图� 大厅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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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顶棚
，

都必须用不易燃的材料
，

如

混凝土
、

各种石料
、

马赛克等常用于

地面及墙面
，

彩色搪瓷板及不锈钢

材料
，

则用于墙面及顶棚
。

可以根据

每个站台特点
，

选用不同的材料来

进行组合
。

合理地布置安全疏散通

道
，

并按规范要求设置烟感器是必

不可少的
。

地下通风道的出风 口
，

一

般布置在地面标高以上
，

在满足通

风功能的前提下
，

地面通风出口可

图 �� 图 ” 以运用不同的材料设计成不同造

活的片断
�

整个大厅洋滋着学府气氛�图�
，

��
，

笔 型
。

个别成功之作
，

已成为地铁及地区的标志性

者对某些形式主义的设计并不赞赏
，

但对它能 建筑小品
�

站台的室内照明
，

有点式
、

条式
、

放射

结合地点特征
，

创造特定的室内空间环境的探 式及柱式等几种�图��
，

���
�

选择适当的照明方

索精神
，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

式将给室内气氛增色不少
�

同样
，

运用现代化的

�
、

创造导向明确
、

标志突出的室内环境 通讯系统
，

及时地报站以及予告列车到达的时

当人们进人地下后
，

对方向的识别能力明 间及车次的����������
�标志牌

，

也给乘客心理

显地差了
，

坐在快速行驶的地下铁道车厢里
，

很 上带来不少安慰
�

技术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

创造

容易坐过站
�

笔者曾去过法国巴黎早期建造的 简洁明快
、

富有时代气息的地铁站的室内空间
，

地铁
，

人就好象进人了迷魂阵
，

进出都要转上很 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

多弯
�

法兰克福地铁站台的室内设计
，

注意到人 地下空间的开发
，

地下铁道的建筑与室内

在地下的心理及生理的特点
�

在进人地下一层 设计
，

在我国还较年轻
。

为了解决上海市
“

交通

的大厅里
，

通常设计了大幅与上部地点相呼应 难
”

的问题
，

加速整个城市的新陈代谢的活力
，

的壁画
，

或艺术性较高的装饰画
，

使人产生一定 已开始建造地铁工程
，

有鉴别地吸取西方发达

的识别性
�

在站台两侧的坑道壁上
，

同样设计了 国家在开发地下空间及地铁站设计中的经验与

有地点特征的壁画
，

当然也有反映地铁发展史
、

教训
，

根据我国的经济条件及技术条件
，

创造丰

历史文物
、

抽象图案及带有窗框的画面
，

使人联 富多采的城市立体空间和景观
，

是我们在发展

想是从室内往室外看的感觉
，

可以从心理上减 地铁中面临的课题
�

轻人在地下空间中所产生的压抑感和闭塞感
�

�本文作者为上海城市建设学院副教授�

如动物园站
，

不仅墙壁上画了各种动物姿态
，

就 即 。 、

壁画

连休息坐椅
，

也设计成带有象征动

物的造型�图���
�

这些手段
，

不仅能

给乘客造成一个舒畅的候车环境
，

而且也改善了人在地下时的心理平

衡
。

�
、

注重技术与艺术的统一

地铁站的设计
，

要满足各种技

术要求
，

如通风
、

照明
、

电器通讯
、

防

噪
、

防火… …等
�

其中地铁的防火问

题应放在首位
�

地铁站的地面
、

墙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