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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所精神下的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研究

【摘要】
 

遗址公园不仅能够展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对一个城市的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所以

遗址公园已经开始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现象已经愈来愈明显,导致在发展遗址公园的时

候有太多的商业气息融入里面,进而忽略了文化内涵、特色等因素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从场所精神角度出

发对遗址公园的景观设计进行简单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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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精神是一个特定场所的定义,更是一个特定场所的塑造。场所精神不仅代表了特定场所的灵魂,
而且还是一个特定场所的象征,一个场所若要具有独特的特性就必须要具有场所精神,当一个场所具有了

场所精神之后还可以有效的提高其分辨性,最主要的是场所精神极易唤起人们对某一个地方的回忆。

1 场所精神对景观设计的意义

1.1 对场所的感知
人们可以接收、识别场所的信息并进行储存和

加工来认识身边、周围的事物。人们的所有认知活

动都来自感觉,感知是人们对身边、周围事物的客观

反映。感知不仅是人们认识场所的重要工具,而且

还是人们与场所联系的重要机制。但是我们在进行

园林景观设计时所需要的感知与心理学中所提到的

感知完全不同,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的时候不仅要

具有心理学中所提到的感知,而且还需要有效的结

合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以更好的理解场所。每个人

对场所的感知会因为所受的教育环境、背景和自身

经历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1.2 场所感知过程分析
场所感知的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次:1)远

距离感知:人的视觉、嗅觉和听觉具有对远距离事物

探索的特点,通常人们接近某一事物的时候,会在远

距离的地方就开始运用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去感

知;2)对个别事物的感知:人们在远距离感知的时候

只会对具有突出吸引能力的事物进行感知,只有当

距离断缩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被自己感兴趣的要素

所吸引;3)对场所的综合感知:当人们产生个别感知

并完成之后,他就会对头脑中某一片段的独立要素

感知进行仔细的分析、比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

对场所形成一个综合的感知;4)从感知到心理意向

的升华:当人们对某个场所产生综合感知之后,他的

大脑就会对这个场所产生一种烙印,但是这种烙印

与人们在真实环境中所感受的事物都会存在一些差

异,这就是场所意向。

1.3 对场所精神的体验
人们对场所精神的体验主要体现在认知、归属

感、意境的产生以及情感的反应这四个方面。
认知:当人们处于某一个场所的时候将会应用

自身的感受器官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并将这种感知

与思维相结合,进而对场所产生认知。心理学中的

认知是指:当人们面前出现了曾经感知过的事物时,
人们将会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并且能够肯定眼前事

物是自己曾感知过。心理学认为认知是联系人与环

境交往的重要工具。
归属感:归属感主要是指人们对场所的一种认

知和情感。归属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认知方式所产

生,它可以附着在很多不同的载体中,例如空间、形
式和环境等。虽然归属感并不是只能在熟悉的场所

空间中产生,但是真正的归属感只有在具有充分定

位的时候才能产生。
情感的反应:当人们处于场所的时候就会对场所

产生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将会和周围的环境相结合并导

致情感发生变化,这就是人们情感反应的体现。人自身

的情感反应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人们在所处场所环境

中会将眼前的场所特点与脑海中存储的景象进行匹配

和比较;二、人们对所处场所的环境虽然没有任何相关

的认知,但是依旧能够产生情感上的震撼。
意境的产生:当人们在场所产生情感发生飞跃,

就会形成意境。这种意境通常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含

义:1)场所为人们带来欢快、愉悦、厌恶等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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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反应;2)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情感会使得自己

对场所的情感色彩更加丰富。

2 场所精神在遗址公园景观设计中的
体现  

2.1 融合场所精神的遗址公园景观设计

理念
  2.1.1重视历史文脉的发展和延续

“历史文脉”是指: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下来的

文化信息。历史与文化信息两者处于相互关联的状

态,这样才能保证历史文化体系能够顺利的延续发

展。历史文脉既具有历史的延续化特性,也具有历

史的地域特别化特性,这是因为历史文化体系在时

间和空间上具有不同的特征。
在设计公园景观的时候需要收集遗址的物质遗

存和非物质遗存并进行提炼,从遗址的历史文脉中

得到文化内涵的信息,进而明确公园景观设计的主

体,保证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整体性、统一性,这样

才能有效的利用遗址的历史文脉并弘扬

2.1.2注重遗址公园场所的可参与性与归属感

遗址公园景观设计既要对遗址进行保护和利

用,又要能够为游客和居民提供可以交往的空间场

所,这样不仅实现了游客具有归属感的目的,也能保

证场所具有可参与性。
增强场所的可参与性可以通过为居民提供休闲

娱乐、游憩的空间,使公园处于开敞、绿地的状态,这
样既能为遗址公园周围的居民提供散步、娱乐的条

件,也能吸引更多的游客,确保人们在参与娱乐的同

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遗址的文化。设计公园景观的

时候还需要重视场所的归属感。为了确保遗址公园

的景观能够为人们带来一种归属感,所以在设计的

时候需要将遗址公园的历史文脉、地域特色和自然

环境等结合在一起,并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从

游客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

2.2 注重文化的体现
整个遗址公园景观设计都是围绕遗址所传承的

文化精神展开,这样才能保证遗址的文化内涵能够

尽可能的被展现出来。注重文化体现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保留、再利用;再现、重建;对符号的提

炼应用。
设计遗址公园景观的时候需要特别重视具有保

留价值的遗址,因为这些遗址可以再利用,这样不仅

能够有利于遗址的文化的保护,而且还可以使这些

历史文脉能够永久的传承下去,再利用这些具有保

留价值的遗址才是整个园区景观设计中的亮点。为

了再现遗址公园所遗留的场景,可以采取再现的方

式进行重建,使得遗址的文化内涵不会受到很大的

影响,进而使游客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场所中遗

址文化的深远意义。人们会通过一个相应的文化符

号解读一个遗址的文化历史,因为这些文化符号能

够保证从公园景观设计的角度出发与文化协调,这
不仅能够达到传承并弘扬文化的目的,也能保证游

客在游商的时候能够深入体会遗址的内涵。

3 结束语
遗址公园的景观建设是人们生活中重要部分。

遗址公园的每一块场地都有它们特定的、理想的用

途。在进行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时候,如果是针对

遗址本体、空间进行相应的保护,就可以直接对遗址

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还需要与景观设计相结合。结合

遗址与景观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为了能够有效的

继承并发扬文脉,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植物、建筑

等多个因素,同时还需要熟练的掌握符号的提炼运

用、再现、保留等方法。在进行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的

时候需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从视

觉、触觉和情感体验等多个方面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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