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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乔治·佩雷克在《空间的种类》中关于城市空间的

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总之，空间已经成

倍增加，支离破碎，多样化。有各种尺寸和各种类型，

用于各种用途和功能。活着，就是要从一个空间移动到

另一个空间，尽可能地不受到伤害”[1]。在他看来城市不

是一个单一的空间，而是许多小空间的集聚。而城市空

间对于人来说既是一个物质的物理实体，由它的广度和

边界来定义，更是一个非物质的关系空间，是人们的经

验知识领域相遇和交流的地方。因此城市空间的身份是

功能和感知元素的混合，无论是作为居民还是游客，人

们体验的质量都取决于人们如何与空间的组成成分互动。

谈论城市的身份，不谈论城市空间中的元素和物体

是不可能的。在城市空间中，空间结构、物体、符号、

感知和功能这五个因素在历史上一直定义着公共空间的

身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在每个地方交织在空间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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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中。自数字革命以来，又增加了技术这个影响因素。

新兴技术在许多方面正在通过取代我们的直接感知来改

变我们与空间的经验关系。对城市的认识不再通过视觉

联想和记忆，而是通过技术传达的信息和感官刺激，城

市身份的概念变得更加微妙。

一直以来，定义城市空间元素之间的关系、元素与

人的互动方式是设计学科的目的。数字技术在城市空间

中的普及使得公共空间的设计需要对新的方法和新的程

序进行探讨。设计实践可以在定义城市身份的不同组成

部分之间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贯穿城市空间中的文化符

号、传统知识和实用功能，设计可以触发城市身份复兴

的进程，修复大众与空间之间的情感认同。

二、城市身份的5个不变量+1

1. 空间结构的身份

城市空间的第一个特征，也是宏观层面的要素，是

由它的空间形态所赋予的，也可以说是由那些通过定义

其边界来表示的元素所赋予的。如果我们把空间看作是

一个实体和空隙构成的系统，那么空隙就会在与限定其

形状的充实性实体中获得其意义，并创造出空间内部和

外部之间的区别。正如伯纳德·鲁多夫斯基所说的：“道

路不是一个区域，而是一个体积。它不能存在于真空中；

它与环境密不可分。它的生命力取决于正确的建筑，也

取决于正确的人文”[2]。

广场、街道、林荫道、公园、咖啡馆、市场都是由

垂直隔断形成的物理边界来定义的。这些分区代表了特

征的场景，对于这些场景，需要人们独特的意识来指导

感知领域的可能行动。

2. 物体的身份

空间中的物体可以通过构建关系、功能和视觉形象

对空间特征产生影响。城市空间中的物体，例如城市家

具，雕塑，道路标示，绿化等，任何物体都可以根据它

在空间中的安排和它的具体组成部分（几何形状、尺寸、

装饰图案、材料等），承担一个真正的主体角色。米兰的

IULM 大学的乔治·格里格纳菲尼等教授的观点：“实际

上，任何物体，仅仅只是它的形状都会以某种方式重新

设计它所在的空间 . 换句话说，它’塑造’和’转化’了

空间，改变了本身属于它的意义，并特别以审美选择和

强化空间的形式表达出来”[3]。物体组织了空间，决定了

我们感知、穿越和使用空间的方式。例如，纪念碑、喷

泉、微观建筑等在城市空间的动态体验中的作用。再如

在城市微空间或袖珍公园设计的领域中，物体介入修改

或决定空间关系的作用尤为明显。

物体在空间中存在的时间也决定着空间特征的持久

性 . 由于与建筑相比城市家具更容易被改变或更新，因此

城市空间身份的形成中物体承担起最重要的角色。城市

家具的功能与视觉特征一起引导着城市空间的持续变化。

3. 感知的身份

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在个人感

知过程中定义的，人们对空间的感知是空间提供的信息

和人们的经验记忆产生的信息之间对话的结果。已经看

到的东西引导着我们对即将看到的东西的看法。我们与

空间的物理维度的关系是由声音、灯光和气味组成的，

并涉及到我们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对环境的认识是通过

我们的感觉器官产生的，这些感觉器官除了具有个人主

观性，还受到人文环境的制约。我们通过感官接收到的

信息指导着我们对空间的解读，受我们的经验偏好和记

忆的制约。根据我们的感觉器官的不同类型（远距离的，

如眼睛、耳朵和鼻子，或近距离的，如皮肤和味蕾），关

于形状、肌理和距离的感受会发生变化。这影响了我们

对空间的感知，并使不同的人对空间有不同的体验。正

如都灵理工大学的 Giulia Di Marco 等人所说：“对空间的

体验是由五种感官的多重干预构成的，此外还有触觉、

动觉、近距离关系和关注程度 ......。例如，从窗口观察一

个广场，受到单一视点的约束，与实际走过同广场时通

过连续的视点，获得动态的空间感知是不同的”[4]。人的

感知可以产生对地方的喜爱或厌恶，影响人们与空间的

关系。

4. 功能的身份

每个空间的生命力都来自于它与人的关系以及它为

身在其中的人们提供的服务功能。城市空间不仅包括人

们直观感知的有形元素，还包括需要人们逐步探索空间

的无形元素，如城市广场有举行集体仪式的功能，这些

仪式活动能构成城市中场所的精神象征。又如餐馆代表

了城市空间功能的一个强大元素。从历史上看，食物一

直在城市的身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当地市场，到

商店、小餐馆和餐厅，再到街头美食，食物和城市空间

之间的联系影响了城市生活质量。当地的餐馆也是外来

的旅行者了解当地文化的钥匙，正如热那亚建筑学院教

授安提达·加佐拉所说“食物与领土、经济、功能的衔

接、日常生活的经历和集体活动的仪式感、种族群体和

社会阶层之间都有重要联系 ...”[5]。

但是，在城市空间中有一些功能在同一空间的不

同时间中经常交替出现。例如在欧洲很多城市的广场

是书籍阅读、露天市场、年轻人聚会等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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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功能可以让同一个广场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有

不同的面貌和使用方式。现在的城市空间具备灵活性

的功能，能够适应越来越多的展览、表演、市场、节

日、政治活动等。

再如街道上建筑的底层的功能在定义空间方面所起

的不同作用 . 建筑底层是各种商店、酒吧、餐厅和基础设

施等汇集的地方，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接触最频繁的地

方，建筑底层的功能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空间的体验质量。

5. 符号的身份

城 市 空 间 既 是 空 间 的 表 征， 也 是 表 征 的 空 间

（Lefebvre H. 1974）。城市空间的视觉特征是由不同层面

的视觉符号传达的，例如城市空间中的路牌、建筑的美

学元素、物质实体的材料、图案纹理等，同时也包括街

道墙上的文字或街头艺术的表达，它们往往代表了城市

空间中传统和当代性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形式，表达了地

方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是引导我们阅读城市的信息标志。

艺术符号在城市空间中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艺术

家一直以来就被要求介入城市空间的重建和表达。例如

通过艺术干预措施来消除边缘地区的退化。今天，很多

城市中的艺术符号是一种自发的叙述，例如城市艺术家

班克斯或爱德华多·科布拉，他们通过涂鸦或绘画的形

式，通过将社会事件与空间联系起来解释城市身份，并

通过他们的作品来发展他们所在的城市的文化多样性。

符号定义了人们和空间之间的新互动形式。

6. 第六个不变量：技术

数字技术在塑造空间的特性和扩大人的感知维度方

面发挥着主要作用。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下，城市空间

中广泛使用的技术模糊了空间中现实和虚拟的边界，今

天，我们的城市物理空间正在适应“实时数据”技术的

新影响形式。而在数字层面上，城市公共空间也是一个

由私人占有的空间。

今天，人们通过那些不在现场的人的信息，通过想

象中的“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虚拟和物理空间（以

及个人和公共空间）的叠加，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

方式。

物理空间的各种元素与技术之间的连接可以促进新

的互动形式，使人们以个性化的方式解读城市。今天，

城市正处于一个修饰物理现实的阶段，技术可以补充空

间的自然属性。

海德格尔关于居住的定义是，栖居地是作为人的存

在地点，人们在生活经验中通过赋予环境以意义来认同

环境。今天物理空间上的数据的叠加正在改变人与他们

生活的空间之间的关系，这反过来影响了城市形态的发

展。基于位置感知技术的游戏设计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好

的启示。现实世界中的虚拟游戏赋予了地方新的细微差

别和特征，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元素也修改了游戏体验。

数字技术有潜力开发一个新的空间维度来提升城市空间

的体验。

三、设计的角色

赋予空间以新的活力、加强和传达空间的身份，可

以成为设计学科对公共空间贡献的目标。设计实践具有

连接环境知识和新兴技术的能力。在微观的层面上，通

过小规模干预，设计学科的实践促进城市空间被更好的

使用，例如“城市针灸”的设计策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城市空间的设计更多是建筑

师的实践领域，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设计学院的诞生

和普及，设计师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参与公共空间的设计，

与自上而下的整体方法不同，公共空间渐渐的成为似乎

是一个没有边界的设计问题，需要跨学科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

正如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布兰齐所指出的那样

“空间设计将物体和技术结合起来，对日益短暂的空间

进行功能性和感知性的定义，将生活的内部和外部联系

起来，并定义了对空间主题的新方法的范式”[6]。

正在发生的城市空间的转变中，一种新的城市空间

的叙事模式可以在地方、人、物体和时间之间建立起联

系。人们越来越希望主动的在城市环境中发现他们想要

的感觉，技术使一种更愉快的、游戏的、冒险的方式探

索城市空间成为一种常态。在从智慧城市概念向可感知

城市概念的过渡中，是数据让人们能够阅读和解释市民

在空间中的选择，并形成新的城市设计方案，这种方法

是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的以人为本的方法。当技术被用

来管理城市空间时，它为人们思考和感知新的城市环境

的方式重新注入了活力，导致了对领土的重新解释。

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人们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主要

是通过名称和地点之间的心理联想的做法（例如，街道

和广场的名称，公共建筑的存在，如博物馆、学校、剧

院或其他物理元素）。由于位置感知技术和互联网普及，

人们在手机上编辑文字，把它们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联系

起来，并在网上分享。这促进了对空间的解释和在本地

化过程中人们的情感参与。

最近的一些项目案例揭示了一些新的城市空间设计

发展趋势。它们塑造了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联系。网

络化的公众可以参与共同关心的问题，并集中于物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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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行动。例如“Hello Lamp Post”是一个目前正在 25

个城市开发的项目，它将人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街道家具

联系起来。该项目由英国布里斯托市的 PAN Studio 团队

构思，旨在促进市民与城市中“智慧物体”之间的对话，

包括灯柱、邮箱、公共汽车候车亭、花坛等等。使用网

络设备扫描嵌入智能物体上的 QR code，并通过向指定的

号码发送短信，城市空间中的物体可以与用户进行聊天

或进行问候，分享有关用户所在的物理位置的信息以及

之前经过的其他用户留下的反馈。因此，它是一个将物

体、技术层面和感知层面结合起来的项目。当设计越来

越能够通过将公民置于其活动的中心来促进空间身份要

素的发展和联系时，它在当代城市身份的形成中的作用

将越来越突出。

四、结束语

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与社区互动的方式，以及他们

对社区的看法。这使得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归属感和认同

感的过程变得多样化。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一个城市的

文化身份是否仍然只与特定的物理位置或领土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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