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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为依据，对株洲市神农城进行环境知觉、空间认知、空间行为三个方面的调研，解析环境心

理学在城市公园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探讨人性化的城市公园设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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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项目概况与环境心理学概述

神农城位于株洲市河西高新技术开发区，用地

面积２９７０亩，其中被珠江北路、珠江南路、泰山路
和神农大道围合起来的核心区域总占地面积约

１６２０亩。项目以原有天台公园和炎帝广场为核
心，以炎帝文化为主题，在原有炎帝广场的基础上

进行提升改造，现已建成神农像、神农广场、神农文

化艺术中心、神农坛、神农太阳城、神农湖、神农影

视基地等一大批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与景观，是一个

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大型城市开放空间（如

图１）。
环境心理学是一门以心理学理论与方法来研

究环境和人行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其探索的主

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

及心理，如噪音、拥挤、温度等环境对人的心理及行

为的影响；二是人的行为如何影响环境，如室内设

计、建筑设计、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等设计中的心理

因素。［１］本文通过环境知觉来了解神农城城市公园

环境对人行为以及心理的影响，并从空间认知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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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行为两方面，分析神农城城市公园设计的人性化

特征。［２］

图１　神农城鸟瞰图

　　二　环境知觉

要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搞清

楚，人是如何感知空间的，即对环境的知觉。环境

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人们的眼、耳、鼻、舌、

皮肤等在环境中受到刺激，经过大脑形成视觉、听

觉、嗅觉、触觉等，来感受与了解外界环境。［３］

神农城的设计从多方面考虑了人的感觉要素，

使人通过多种感官刺激的相互作用，体验到一个生

气蓬勃、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园。

（一）视觉体验

在多种感觉之中，视觉的穿透力最强、信息最

丰富、感觉最敏锐，所获得的信息量最大。从整体

上来看，神农城由神农广场与天台公园两部分组

成。其中，神农广场占地约１０万平方米，以炎帝像
为主体景观，呈扇形展开。炎帝像矗立于广场正

中，高１９．９７米，底下基座高７米，巨大的体量和巍
峨的高度都显示炎帝像对整个广场的统领作用。

夜晚，分布在炎帝像周围的喷泉开启，大型喷泉伴

随着灯光变化，使炎帝像在黑暗中显得更加巍峨高

耸（如图 ２）。在神农城广场的尽头是集休闲、购
物、娱乐为一体的呈弧状对称分布的神农太阳城，

具有向心聚合力的空间烘托出炎帝像的主体地位，

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崇敬感，同时，这样具有围和倾

向的建筑也会带给人以较强的安全感和控制感。

扫描整个广场，除神农像的轮廓线富于变化

外，其他景观均无过多凹凸，人们的停顿点永远只

会围绕中心来回摆动。神农广场的多数景观位于

中轴线上，从入口处的硬质景观“日晷”到神农城周

围的软质景观“大型喷泉”，再到位于广场中心的硬

质景观“神农像”，最后到收尾处的软质景观“跌级

水景”，神农广场以一种动静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

视觉永远处于注视状态，从而使得整个序列景观具

有空间导向的功能（如图３）。

图２　神农城喷泉

天台公园占地７４．７９公顷，大部分面积则被水
体和植物所占据。其中，植物面积达２４００亩，占整
个神龙城的８０％以上，园内植物品种繁多，既有净
化湖水的水生植物，又有用来丰富驳岸色彩的花舟

植物，还有供市民采摘的果树。水体则以神农湖为

主，总面积达 ３３０亩，环绕神农湖有欢乐谷、海棠
坞、云水台、听涛台、白鹭洲等众多景点。形形色色

的果实、姹紫嫣红的花朵、波光粼粼的湖面，神农城

极力运用这些孕育生命的最原始自然生态，实现人

与环境的最亲密接触，使我们在满足视觉美感的同

时，还满足了我们的精神回归，使我们的精神也得

到依托和慰藉。

（二）听觉体验

听觉所能接受的信息远远少于视觉，但它却无

处不在，与整体环境的体验密切相关。单从听觉这

一种感觉来看，整个神农城鸟儿飞翔、生灵驰骋，它

们或高声鸣叫或低声吟唱，抑或是高昂的众生合

唱。小溪边，溪水流淌着，发出了“哗哗”的声响；大

树下，树叶轻轻摇曳，仿佛在呢喃细语。

这些大自然最纯净、真挚的声音，带给久居闹

事的游人无法比拟的生态体验。路边，隐形音响播

放着缓缓的音乐，为公园更添音韵效果。

（三）视听体验

视觉和听觉作为正常人最为主要的信息传入

通道，经常共同参与事物感知，他们相互影响，使我

们的感知更为精确、完整。

在神农城的设计中，十分注重视听感觉的相互

加强和协同，就拿水体景观来说，不管是喷泉、涌

泉、跌水还是落水，均伴有不同的灯光变化，其中位

于欢乐谷的激光水幕电影（如图３），和神农城广场
上的大型喷泉，还会随着音乐起伏不停变化高度和

组合。声、光、电的交相辉映，让人从好奇、期待、震

撼和喜悦中，全方位的投入整个环境，感觉自我，寻

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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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激光水幕电影

（四）嗅觉体验

嗅觉虽然不如听觉和视觉对外部接受的信息

量来得大，但是它却可以直接影响人们行为的选择

与活动。神农城植物种类繁多，既有色彩斑斓的花

卉、一碧千里的草地，还有郁郁葱葱的果树等，美景

伴随着远来的微风产生“香远益清”的特殊效应，令

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

满园的清香还可以唤起人们的回忆与联想，加

深游人对神农城的体验与记忆。同时这些浮动的

暗香也会成为视觉引导，人们常常循着香味进入园

中去寻找相应的视觉线索，从而给神农城带来无限

的生机和活力。［４］

（五）触觉体验

通过接触感知质感和肌理，触觉同样也是体验

环境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成人，触觉来自步

行和坐卧。从整体来看，不管是铺装、座椅还是建

筑神农城运用得最多的材料便是木材和石材。在

石材的运用中，设计师通过赋予它们肌理，一改石

材常常带给人的坚硬冰冷感。经过改造的石材温

和、自然，人们抚摸着这些粗燥的凹凸不禁联想起

遥远的神农氏时代。同时这些材料也令景观设施

发挥了其潜在功能，古朴的木墩、低矮的观景石、大

型的日晷、错落的花坛不再只是简单的景观设施，

有时它还是成人们的临时坐凳，静态的设施通过人

的参与，变得动态、灵性。［５］

　　三　空间认知

空间认知指人通过各种感官捕捉路径、标志、

节点、区域和边界等环境特征，弄清自身所处的地

理位置，以及当前位置与其他地理位置间的相互关

系，并能利用这种关系迅速到达自己所想去的地

方。一个好的城市公园设计应当具有明显的路径

和明确的标志、节点、区域、边界。［６］

（一）路径

路径指连续且带有方向性的交通通道，它是空

间认知的主要框架。神农城路径主要分为三条：外

部交通、电瓶车道与核心区主要浏览线路。（如图４）

图４　激光水幕电影

神农城的外部交通入口共有五个，其中珠江北

路与泰山路各设两个、珠江南路设一个。电瓶车道

与核心浏览路线相辅相成，将公园主要景点都控制

于道路网的周围，既不遗漏，也不重复。这三种不

同类型的路径组成了神农城的主要框架，将各区域

联系成一个整体，又通过铺装的材料、色彩、图案及

质感变化分割出不同的空间。各具特色的路径与

空间令人印象深刻，起到辨析环境的作用。

（二）标志

标志是具有明显特征且充分可见的参照物。

神农城的大型标志共有七个，分别为神农像、太阳

城、神农塔、神农大剧院、神农坛、神农艺术中心、神

农湖。这些标志，体量巨大、特征明显，在大尺度的

神农城中显得十分醒目，可方便游人迅速识别

环境。

（三）节点

节点指环境中具有战略地位的焦点。神农城

的主要节点围绕神农湖展开，共有十二个，分别为：

七彩园、欢乐谷、云水台、海棠坞、水华田、炎帝部

落、九曲水廊、桃霞岛、白鹭洲、玉兰花溪、听涛台、

西广场。

节点空间的入口处均设有明显标识，或大型景

观石或木质指示牌，其铺装、建筑材料、公共艺术小

品、灯具等也根据神农城的地理环境、历史文脉和

功能需求设计的各不相同。特色节点空间不仅满

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要和行为特点，且具有强烈的

可识别性，防止游客在大尺度的神农城中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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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域

较大的具有共同特征的空间范围被称为区域。

从整体上看，神农城分为两大区域，一个是以神农城

为中心的神农广场，另一个是以神农湖为中心的天

台公园。其中，神农城广场通过道路网分割将广场

分为集会广场、文化景区、绿化景区、商贸服务、休闲

健身、交通集散等７个功能区：天台公园围绕神农
湖、电视塔、神农坛等主要标志分为水上娱乐区、山

林游憩及湿地观光区、休闲区、展览区、神农坛祭拜

区及文化娱乐区６个功能区。这些功能区内的要素
通过近似的造型、质感和色彩等特征产生整体感，形

成同一性区域，起到识别环境的作用。

（五）边界

边界指不同区域的分界线。神农城被珠江北

路、珠江南路、泰山路与神农大道四条马路包围，靠

近珠江北路与珠江南路的主入口边界处利用缓坡

（图５）与台阶以及日冕、花坛等景观小品将神农广
场与外界空间进行分隔。神农大道边界处利用大

片草坪进行过渡（图６），毗邻珠江北路的边界空间
依据地势高差，采用下沉台阶（图７）。隔而不断的
方式，既使得空间具有明确的界限，保证内部空间

安静和谐，又可以增加空间的可达性和参与性。

图５　珠江南路边界　　　　　图６　神农大道边界　　　　　图７　珠江北路边界

　　四　空间行为

空间行为指人在使用空间时的固有方式和心

理需求。神农城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每天吸引着无

数游人前来游玩，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使他们和

谐的同享同一空间，就是研究和设计的关键。

（一）个人空间

个人空间是围绕在人周围看不见的气泡，它随

着人的移动而移动，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是人

在心理上所需的最小空间范围，它根据与人亲密的

不同程度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与公

共距离。在城市公园空间中，“个人空间”主要是指

城市公共场合中人们的就坐习惯。

１．人际距离与座椅造型。由于与人亲密的程

度不同、人际需求不同，因此神农城在选择座椅时

也采用了不同的造型。湖边单体型座椅可减少陌

生人的打扰与影响，为单独在公园活动或休息的人

群提供相对独立的个人空间；沿路布置的直线型座

椅可方便两人间的正面交流与互动，为相伴而行的

人群提供足够的共处空间；欢乐谷的弧形座椅（图

８）、云影广场的角落型座椅（图９）可适应各种不同
社交活动的需要，为团体活动、聚会等提供充分的

活动空间，其构成的内聚空间，为人们的交谈也提

供方便，同时也使人在心理上形成安全感。

２．人际距离与座椅摆放。神农城休闲座椅与道
路间均保持一定的距离，且成内凹形，这样的放置方式

既不会影响过往行人通过，同时也保证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个人空间不受侵犯，以增强人安全感。（图１０）

图８　欢乐谷弧形看台　　　　　　图９　云影广场角落型座椅　　　　图１０　神农城休闲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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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农城内部分景点设有组合型凉亭，亭内座椅
间呈９０度成角错位布置，合适的摆放形式不仅利
于游人间的自然攀谈，且可以避免陌生人因面对

面、眼对眼造成的尴尬，保证个人空间不受侵犯

（图１１）。

图１１　神农城组合型凉

（二）私密性

私密性即对接近自己或所在群体的选择性控

制。在环境心理学中，空间共分为三个层次：公

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即半私密空间和私密空间。

城市公园作为游客集体活动和公共活动的主要场

所，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因此在私密性营造方面神农城努力把握广场本身

性质，通过妥善布局、设置屏蔽等手段营造半私

密空间，与开放空间形成对比，从而使人产生私

密感。

１．妥善布局。神农城在构建公园空间时，采
用“化整为零”的手法，将较大的开敞空间围绕九大

建筑与景观划分成几个不同类型的空间。通过空

间的划分与组合，一方面为神农城构造了多层次空

间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对各种空间的构建、组织、变

化和增加层次，也使人获得了所期待的生理和心理

反应，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氛围与空间格调。

２．设置屏蔽。设置屏蔽使视听形成隔绝是城
市公园空间获得私密性的最主要手段。视觉方面，

在神农城较大尺度的空间，一般采用小乔木作障景

处理，在一些尺度较小的空间，则采用绿篱、花丛等

自然元素造成视觉遮挡。此外，当夜幕降临，为保

证游人的私密性行为不被他人关注，神农城还通过

降低灯光亮度、减少灯具数量、扩大灯具间距，或者

在强光外附上一层镂空灯罩等形式，降低室外光

线，使夜色成为游人们的屏蔽，从而获得一份安定

感。听觉方面，神农城主要采用缓坡、建筑、围墙等

实体隔绝噪音，同时，水体对神农城隔绝噪声方面

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从入口开始，设计的旱喷、涌

泉、跌水、落水等一系列水景观，就将噪声充分掩

盖，使得整个神农城显得幽静自然。［７］

（三）领域性

领域性是指个人或者群体为满足某种自我需

求，占领或拥有一个区域或场所，并对其加以防卫

和人格化的行为模式。而该区域或场所就是拥有

或占领它的个人或者群体的领域。

城市公园属于公共领域，对于使用者来说不如

主要领域和次要领域来的重要，但当人们身处公共

空间时，同样也具有一定领域性心理。而明确的领

域界限可增强人们对空间的领域感，它可以清楚的

让游人了解到边界位置、确定自身与他人的领域范

围。其中创造边界的方法共分两种，即实体性边界

和象征性边界。

１．实体性边界。神农城在领域性设计中采用
建筑、围墙、栏杆等有形物体对空间进行划分，以获

得明确的空间范围与形态，如：以体量巨大的太阳

城划分神农城广场与天台山公园；以低矮的塑料围

墙划分欢乐谷看台与表演台；以木质栏杆划分云影

广场与休闲茶座等。其中运用最广的是植物的边

界性划分，大面积的的绿色分割使园内无论是炎炎

夏日还是腊月寒冬都给人舒适、清新之感。这种处

理方式，不仅可以保证区域内人群行动的自由、不

受干扰，使人的领域性行为不受侵犯。同时与硬质

景观相比，植物景观能软化区域空间的边界，减少

游人心底的压迫感，将人与环境拉得更近。

２．象征性边界。神农城在领域性的划分中，更
多的是运用台阶、小品、设施等象征性边界，如公园

靠近珠江北路、珠江南路的边界处以向上或向下的

台阶与坡道划分神农城与外部空间；以八尊体量巨

大的历史人物雕像和灯柱及石凳划分炎帝广场的

瞻仰献礼区与绿色休息区（如图１２）；以小巧玲珑
的景观灯（如图１３）或木质桥墩（如图１４）划分陆地
与水面等。其中神农城运用最广泛的象征性边界

为铺装，其在各区域应用的材料各不相同，健康步

道为塑胶材料、临水地面为木材、炎帝部落为拼贴

石材、主要游道为砖材等，并且为区分它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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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功能及意义，铺装材料又在色彩、纹理、尺寸、

光滑程度以及拼贴形式与组合上做出了许多变化。

与实体性边界相比，虽然象征性边界在空间的形态

与区域划分上相对弱些，但其在一定的心理暗示作

用下，同样可以明确区分出不同的领域，且比实体

性边界显得更加亲切自然。［８］

　　　　图１２　人物雕像　　　　　　　　图１３　景观灯　　　　　图１４　木质桥

　　本次调查从人的心理感受和行为需求出发，通
过对神农城的调研及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的解析，

初步探究了环境心理学相关理论在神农城公园设

计中的运用以及它在公园空间中的普遍应用价值。

并总结出人性化的城市公园设计道路，应做到以下

几点：

１．根据游客的特点和需求，为城市公园注入相
应的知觉信息，使人在满足感官享受的同时，又可

在心理与精神有所触动。

２．保证空间认知五要素的易识别性和导向性，
使游人在头脑中建立起完整清晰的认知地图，以建

立起对环境的控制感和安全感。

３．建立具有开放性、引导性、模糊性、多样性、
过渡性、生态性特征的柔性边界空间，拉近人们与

城市公园间的心理距离。

４．保证景观资源的集约性和景观设施的通用
性，使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甚至是残疾人都可以

获得同等的使用权利与使用机会，从而使人获得物

理和心理的双重关怀。

５．为游客提供适宜交流的空间与尺度，拉近城
市公园空间中人们的心理距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

沟通和交流。

６．合理划分与组织不同性质的公园空间，来满
足各类人群的游憩活动，进而吸引市民、激发城市

公园的生气。

７．提供可为游人庇护的防卫空间和减少无领
域建立的消极空间，以满足人们在公共环境中的安

全需求。

８．尊重当地历史文化和地域特征，满足人们具
有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心理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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