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籀■ 皇家广场作为巴黎城市重要的历史性空问保存至今，经过了多次甚至不断的。再设计”改造。以景观设计学专业视角，通过观察与实地调查就皇家

广场。再设计”途径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城市历史1生空闻作为城市时空坐标与公共生活载体的特征。社会文化、设计学、人类需求层次、心理学、行为学等

研究的。再设计‘途径·主要包括把握地域文化延续城市格局、强化可迭性、引入新设计元素、营造适合当今使用的环境、设计复合型的使用活动等．它们

可为我国城市历史性空间的延续高效利用提出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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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美丽的巴黎城市与众多的

历史性空间，其中包括著名的巴黎皇家广场。巴

黎皇家广场保存至今经过多次甚至不断的“再设

计”改造．创造了丰富的公共生活空间，受到了

市民的欢迎。

一皇家广场现状

1 城市的时空坐标

巴黎皇家广场主要修建于17世纪．为纪念皇

权而建造，通常建有纪念性的雕像或建筑，占据

了巴黎城市重要地理位置。主要分布在巴黎城市

主轴线、中心区附近。本文选取多菲尔广场(Place

Dauphine)、沃日广场(PIace Vosges)、旺多姆广

场(PIace Vendome)、国王广场I PIace du PaIajs

R0涮k拿破仑广场(PIaced箦NapoIeon)五个皇

家广场进行研究。它们见证的历史对于巴黎乃至

法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

故这些皇家广场既是巴黎城市的空间坐标．又是

城市的时间坐标I图1 lo

2公共生活藏体

皇家广场纪念皇权的同时也是城市公共活动

的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广场不再承担集

市、庆典及执行死刑的功能，市民们也不再需要

通过广场来了解新闻、谈论时政。生活私有化使

公共空间功能过时I Chidis研．1988)【1 J。在国王广

场上堆放起了垃圾．尘土飞扬；拿破仑广场上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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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着为目睹卢浮宫镇馆三宝而水泄不通的人群：

旺多姆广场日益增多的交通流量⋯⋯应该说公共

活动并不是消失．而是面临重组【”。

今日的皇家广场为人们提供了良好公共活动

环境，国王广场内，背靠公馆的人们沐浴着阳光

(图2)，拿破仑广场上自在的人们与小鸭共嬉一池

水(图3)．阳光充沛的沃日广场的草坪上、树林

里．人们或坐或卧，尽享自然(图4)o

利巴尼奥斯【Llbanius)说：。城市生活最令人

偷侠、最有益的一面在于交际和交流。”12J皇家广场

的台阶、多菲尔广场的室外咖啡店(图5)、国王

广场的。柱桌。，为人们提供了交流平台。不同高

度黑自柱上休息的人在旁人看来颇具行为艺术效

果(图6)，广场上练习声乐的女孩们也成为一道

风景线I图7)。陌生人间无形的视线错动成为广

场公共生活中有趣的交流13】．满足了人们的社会交

往需求，成为城市中提供公共生活的载体。

续的建构筑物：沃日广场中心重建路易十三大理

石雕像(图8)，旺多姆广场重建纪念拿破仑大捷

的青铜柱(图9)等。加之欧洲素来尊崇公共生活，

巴黎人正处于室外活动的地域文化传统中。漫游、

散步、活动是他们扎根于文化的爱好。皇家广场

周边用地以国家职能部门、历史名胜古迹、商业

服务设施、居住区为主，处于人们活动密集的城

市格局中．承担着空间疏散与人群聚集功能(图

10。1 1 lo它们明确了。再设计”中营造公共空间

的功能方向。

2曩化可达性

广场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项重要使用指标就是

可达性：人们从城市空间任一点到广场的难易程

度。包括距离、时间、费用等。都与不同土地利

用具有可达性相对阻力值【s】以及广场空间与城市空

间的连接方式相关l表1)o纵观巴黎城市的土地

利用，皇家广场处于具有便捷可达性区域的良好

表1 土地利用空间阻力相对值

二皇家广场“再设计”途径—五磊i聂r——————而西=；；

巴黎皇家广场通过“再设计”来回应历史文

化、城市物质特征及使用者需求lm。研究“再设计”

途径以寻求解决城市历史性空间问题的经验。

1 把握地域文化延续城市格局

皇家广场所处的环境、土地利用方式和颇为

重要的历史象征主义都利于活动产生⋯。出于对历

史的纪念和文化的传承，保留或重建象征历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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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皇家广场布局与周边用地及城市空间连接 表3 引入新设计元素与保冒历史元素

裹4 皇家广场再设计元素、微气候条件与使用者数量

广场名称 建筑高度 树木 阳光 遮阳 硬质铺装 软质地面 草坪 水面 眩光 单位面积人数(人／10 m2)

多菲尔广场 5层 40鬈 隰 1∞％ 02 100鬈 0茗 0鬈 无 l

沃日广场 3层 30≈ 70≈30茗 O％ 30％ 70： 5茗 无 10

国王广场 3层 ∞95茗 5鬈 100％ 0％ 0鬈 0譬 中 7

旺多姆广场 4层 馄9铭 5鬈 loD％ 0％ 晚 嘣 强 2

车破仑广场 3层 哦 啦 5嚣 10。％ O％ 魄30譬 中 7

背景之中。研究皇家广场与城市空间连接方式有

如下几种：多条街道连通、步行道穿过、城市交

通直接或间接连接。从空间结构上便于吸引人们

进入广场(表2 Jo加之巴黎城市中心的步行系统

为人们方便、安全进入与穿行提供了便捷条件。在

我国．问及人们为何不去广场活动．会有这样的

回应：。通往这些广场途中需要费力穿过机动道。

不安全。。处理广场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连接方式．

可以强化可达性。

3引入新设计元素

皇家广场。再设计。引入了新设计元素．并

保留或修复了历史元素(表3)。

新设计元素分自然和人工两类：自然要素包

括树木、草坪、阳光等；人工要素有水池、雕塑、

建构筑物、硬质铺装等。这些强行引入的新元素

看似与皇家广场格格不入，但并非出自设计师一

时的浪漫情怀。而具有特定的功能和意义。沃B

广场植入高大梧桐衬托雕像，广场四周置入树阵。

渗透式地映衬外围建筑．形成图底关系。其中运

用格式塔，涩学f Gesta|l PsychoIogy)16】的。接近

律”：人们通常将位置靠近的物体们看成一个整

体，实现。再设计1的整体性。类似的，国王广

场的Buren柱设计尺寸采用广场周围传统式建筑廊

柱的直径与比例l”．。相同律1暗示人们将具有共

同特征的元素视作一个整体。

结合广场自身状况引入新元素．国王广场的

Buren柱设计成黑白双色．低调展示现代感．区别

于广场原建筑的历史感(图1 2 1．球体雕塑柔和的

曲线线条调和古典建筑的冈口毅，缓解凝重《图13)；

拿破仑广场玻璃金字塔具有疏导人流的功能．采

用玻璃材质象征明亮的构造．避免重复卢浮宫的

厚重(图14)。

4譬遣适合当今的使用环境

强行引入的新设计元素看似突兀．实质则在

于营造适合当今使用的环境。历史性空间也是为

人所用的城市空间一部分．一个不舒适的广场将

是一个低使用率或没人光顾的广场l”。试想．人们

坐在阴冷的风中，衣服和头发被吹得十分凌乱；高

温季节皮肤被烈日暴晒；眼睛被眩光灼得睁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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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会打消人们户外活动的积极性，所以。必

须引入新要素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

l哪sj0109icaJ needs)16】。阳光照射和遮荫条件与广

场周边建筑高度和树木种植相关；眩光与地面硬

质铺装和周边建筑材料相关：旋风产生与空间周

边建筑群高度相关等。国外学者在对公共活动空

间的研究中发现．使用者对环境的需求很强调阳

光照射⋯。对比各皇家广场条件发现：多菲尔广场

虽无眩光，但受建筑与树木遮挡，不见阳光，活

动人数较少；沃日广场在晴朗天气下具有充足的

阳光、强日照时段有适当遮荫、场地无眩光。拥

有数量最多的使用者(表4)o拿破仑广场、国王

广场有中度眩光，阳光照射率较高，也较受人们

欢迎(表4)o烈日炎炎不会阻挡巴黎人晒太阳的

热情．通过对广场辅助座椅的设计，使用者可以

自主选择坐的朝向，既可躲避阳光直射眼睛，又

能观看到不同的景致，如沃日广场的草坪(图15)、

国王广场上圆形造型的黑白柱座椅I图16)、拿破

仑广场具有多方向性的组合三角形的水池池岸

(图1 7)．这些设计都为使用者营造了适合使用的

环境。

营造适宜环境还讲究设计元素的布局。沃日

广场树木环广场种植．能净化空气并可提供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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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荫(图18)。为广场中部预留阳光地带，适当的

。阴阳比例”可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图19)o广

场十字道路铺设软质地面，其余布置草坪，利于

减少地面辐射和眩光．削弱城市热岛效应，为使

用者提供舒适的活动基底。相关资料显示：白天

25 m。的树林可以吸收一个人的CO，，生长良好的

草坪可产生15Kg／hm2·h的Q例。整个布局既考虑

视觉审美，采用对称格局融合周边建筑气质．更

创造了宜人的使用环境。沃日广场虽没有类似卢

浮富博物馆的热门景点辐射，却依然是最受欢迎

的皇家广场之一。

5 设计复合受的活动设施

引入新设计元素也在于提供复合型的活动设

施．满足使用者各种活动需求。根据对现代广场

活动的调研，坐、站、走动以及用餐、读书、观

看和倾听等活动的组合占所有利用方式的90％以

上⋯，这些活动的共同基础是有可供停留的设施。

在美国。一些广场被人们评价为。不过是通往其

他地方途中需要努力穿过的一片空地ⅢJ，可见不

少广场并未给人们提供在其中活动的条件。

纵观皇家广场，并没有提供更多休息、闲坐

的座椅：一方面防止。不受欢迎的人”的光顾，如

酒鬼倒在长椅上或乞丐在忿过夜；另一方面也避

免没人时空荡荡的广场和闲置的长椅过于空旷。

各皇家广场通过设计变相地为使用者提供辅助座

椅：沃日广场大片的草地；国王广场内高高低低

的黑白柱；拿破仑广场大水池的池岸：建筑边缘

的台阶。设计中既考虑满足人体尺度。座椅4的

功能．又表达景观性．更不会在没人的时候显得

荒凉⋯。类似的公共艺术设施在布置中具有合理而

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唯一能随时影响大众又提供

功能的艺术l 9l。

设计提供人们丰富的活动机会：沃日广场的

草坪上，人们或休息或玩耍．进行着各类活动。在

国王广场，人们休息、攀爬或做轮滑运动等；表

演者为人们提供了街头艺术欣赏；人们充满乐趣

地相互观望，雕塑排列及地面铺装引导行人的通

行方向(图20 lo设计激发了人们创造性的复合型

活动，。人的活动以及亲身体验人间万象是日常生

活的最诱人之处“⋯J。

三结论

将巴黎皇家广场。再设计”的视角放在更高

的层次上，是对城市历史性空间的价值实现与城

市空间复兴，是对城市结构功能的强化。肩负了

城市时空坐标的功能整合与活力再造。。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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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对法国城市文明的把握，并体现当代城市生

活特征，基于本土文明与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创

造了历史性空间向城市空间的“回归”与城市生

活的“共生”。对城市历史空间“再设计”的意义

归纳如下：

(1)通过“再设计”，使城市历史空间融入整

体城市背景中，其历史价值才能得到永久的保存

并引起人们的重视。

(2)通过“再设计”，可以使城市历史空间的

生命延伸到今天城市功能和公众使用中，从而为不

同时期历史和文化的和谐共生创造适宜环境。口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生专业课程《世

界建筑、城市与景观》访学法国期间调研完成。感谢格

鲁教授《Cathe咖e Grou{j、科瓦教授《Serge Kova|)、安

建国先生、刘柯女士对本文的指导与贡献。

图片来源：图3、4为李迪华所摄；图9为单美娜所

摄；图12为俞胜所摄；其他照片、图表均为作者拍摄、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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