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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商业中心的旅游空间营造
!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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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旅游空间的规划设计对商业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商业中心旅游空间的研究并不

多。从分析重庆市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旅游空间的现状及生存问题出发，采用“借空间”的思想，发挥空间思维的想象

力；接着在图底理论、联系理论、场所理论 B 大理论基石的基础上营造三峡广场的旅游空间；最后从物质性空间与非

物质性空间的角度深入解剖了广场旅游空间营造的相关因子及营造体系。通过对三峡广场旅游空间的营造，不仅

有利于增加当地居民的游憩与休闲场所，也扩大了旅游者购物、娱乐的内容，对三峡广场的多样化、可持续发展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其他类似商业中心的生产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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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云中的困惑———商业遮蔽下的旅

游功能

! ! 三峡广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中心地带，总面

积 G 万多 6"，平面形态呈不规则的十字型，因在其中

心节点处修建了三峡工程的微缩景观而得名三峡广

场。广场分为绿色艺术园、商业步行街、历史文化名

人园、三峡景观园和江南园林 C 个部分，绿化率达

C#H以上，它是目前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广场之一。三

峡广场在设计之初就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目标是要

将它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中央商业区和城市中央商务

区［%］。由于沙坪坝区是重庆市著名的文化区，又位于

重庆市的中心地带，三峡广场周围商场、旅馆、金融机

构、住宅、学校云集，因此实际上三峡广场现在已经成

为一个以商业功能为主，兼有居住、观光、餐饮、娱乐、

金融、办公和旅游等复合型城市公共空间。

从城市规划角度看，广场的建设缓解了沙坪坝

商业中心区内公共空间相对匮乏的矛盾，为当地市

民提供了相互交流、参与公共生活的必要场所。广

场自 "##" 年底投入使用以来，产生了积极的使用效

果。广场内恒久旺盛的人气提升了沙坪坝商业区的

活力，广场也逐渐成为重庆市新的旅游景点，前来参

观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既提升了城市形象，也使当

地获取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从旅游规划特别是旅游空间设计的角度分析，

尽管广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生存、生活、

交流、游憩空间的不足，但舒适度、愉乐度、幸福指数

并不高。随着都市旅游的迅猛发展，广场已然成为

重庆大都市的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同时商业活动的

过度开展又与旅游功能的发挥产生一个很难协调的

矛盾。一个个国内外名牌企业进入广场这一狭小的

空间，在增加广场人气和知名度的的同时，又使得旅

游空间受到挤压，休闲、游憩的场所被过多地挪用于

商业促销行为，使游客感到拥挤、不适，从而导致旅

游行为难以完全释放，旅游时间不能持久。

" 困境中的思索———谋求旅游生存之道

商业圈影响下的旅游业该如何发展？旅游功能

以何种形式释放出来最为合理？与商业争夺生存空

间亦或是共谋发展之路成为三峡广场旅游业进一步

发展的头等大事。

由于三峡广场在设计之初就已被定位为城市副

中心，目标是要将它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中央商业区

和城市中央商务区。如果旅游业想与之展开一场空

间争夺战，其竞争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也违

背了广场设计者的初衷，不符合商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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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商业空间的中谋求自身的发展之路，唯一

有效的办法即是采用合作方式，那么合作的基础是

什么？何种方式更为合理？怎样进行合作？是接下

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合作的主要矛盾是空

间问题，于是联想到“ 借空间”的思想，借商业空间

用于旅游事业，同时又不压制其发展，而文化空间、

公共空间、娱乐空间、购物空间、餐饮空间、休闲空间

自然成为借用的对象。

! 灵光闪现———对旅游空间营造的初

步探索

!" # 旅游空间营造的空间思维过程

!" #" # 空间思维的内涵 空间思维是指人利用空间

概念对思维对象进行分析、比较、推理、综合，以寻求

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它强调空间位置的重要性，

从空间角度认识和分析社会问题和现象，是深层次

的大脑活动［$］。空间思维涉及到对空间意义的理

解：一是指空间环境的实际使用功能意义，二是指空

间给人的美学感受，引发的思考及唤醒的历史意义。

首先，空间思维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由静而

动，使思维在变化发展中进行；空间思维必然超越时

间和空间跨度，进行多向联系和分析，使空间结构内

部的各种关系可视化，进而总结地理事物之间的静

动态关系。其次，它是人类对世界事物存在或运动

状态的“空间性结构”的认识和反映，它要求从事物

的整体上去把握事物在空间的存在形式与性质，又

要求从事物的结构上去把握事物在空间的位置与关

系。最后，它是一种复合思维，是思维的最高形式，

是允许多种思维方式（点式思维、线式思维、平面思

维、立体思维、定向思维、发散思维、逻辑思维等）同

时并用的复杂思维。

!" #" $ 旅游空间营造思维% 点式思维是在将客观现

象看作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的基础上，运用整体观点

与全息方法，通过对事物一个“ 点”，局部或某一个

体的深入研究而观全局的一种思维形式。旅游空间

营造首先就是“点”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了旅游发

展的基础与发展的主题，是旅游空间精神的核心；线

式思维是指对客体做单一定向的思维，这种思维形

式表现为思维对象突破实物的空间范围进入概念空

间，而旅游空间营造就是要突破“ 点”的束缚，进行

发散思维，为旅游寻找更多可利用空间；面式思维是

指顺着一定的面（ 平面或曲面）扩散生发的软性思

维形式；体式思维是指在三维空间中，对认识对象从

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手段地进行考察和研究，

力图真实地反映对象整体及其周围构成的立体画面

的思维形式，它是纵横竖统一、空间全方位地反映思

维整体的思维方式，旅游空间营造最需要这种思维，

在找准空间立足点的基础上，可以进入多角度、多层

次、全方位的思考与探索［!］。

!" $ 旅游空间营造的理论基石

!" $" # 图底理论 图底理论以前研究的是城市建筑

实体与开放空间之间的形态规律。它从物质层面出

发，认为任何城市的形体环境都具有类似格式塔心

理学中“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建筑是图形，空间是

背景，以这种二维平面关系为基础对城市空间结构

进行的研究被称为“ 图底分析”［&］。而旅游空间营

造也需要运用图底理论，通过控制图底关系来驾驭

旅游空间的整体性与秩序性，通过“ 图底分析”来表

达和剖析景观景点（图形）与空间环境（背景）关系，

以深厚的三峡文化作为旅游空间的图底，将其营造

为三峡广场旅游空间精神，在此前提下再进行广场

的旅游物质空间营造。

!" $" $ 联系理论 联系理论致力于研究城市形体环

境中各构成元素之间存在的“ 线”性关系规律。这

些“线”包括街道、人行步道、线性开放空间或者其

他实际连接城市各单元的线性元素，如视廊、轴线

等。三峡广场的旅游空间营造需要借助线形发散思

维，营造隐形的旅游通道、旅游路径、旅游线路，将广

场内的各个角落都连接起来，形成旅游空间组织，明

确旅游空间秩序，建立不同层次的旅游空间结构，提

高旅游的通达性，更好地发挥广场的旅游功能。

!" $" ! 场所理论 场所理论是把自然、文化、社会的

研究融入到对空间的研究理论中，通过对这些因素

的分析，可以把握旅游空间场所精神的核心要素。

相比图底理论和联系理论而言，场所理论前进了一

大步。场所理论认为，空间是一个约束的有目的的

虚空，具有充当联系物的潜力，只有被赋予文化和区

域内容之后，才能变成“场所”。三峡广场的旅游空

间只有具备了巴渝精神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旅

游空间，在旅游空间营造上就要突出空间精神，因此

营造过程还需有机融入一些自然物质、环境、人文氛

围及社会文化因子。

& 生存之道———营造旅游空间体系

&" # 旅游空间营造的相关因子

广场旅游空间的核心服务对象是“游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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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游客的行为和心理，它具有 ! 重属性：即强调

旅游空间物质性、文化性和时间性。其构成主要包

括旅游空间的自然特征、文化特征、时代特征。其

中，自然特征从属于场所的空间物质性，文化特征从

属于场所的文化性，而时代特征则从属于场所的时

间性［"］。自然特征：包含广场的区位条件、广场地

形、广场形态、植物、水池等。文化特征：包括景观、

建筑、小品的形态特征，当地居民的风俗、行为特征，

三峡文化底蕴等。时代特征：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

的不断提高，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提前到来，科

技、文化水平的高度发达，人们的价值取向日新月

异，体验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时代对旅游空间营

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旅游空间体系

#$ %$ & 物质性空间营造 自然空间营造。旅游自然

空间的营造应结合三峡广场地处重庆市沙坪坝区的

中心地带的区位优势，广场的十字交叉布局，充分尊

重当地的地形特征，采用植物造景的形式，营造多样

化的旅游空间［’］。游乐空间：广场的绿化率达 "()
以上，绿色艺术园、江南园林是极好的游乐空间。可

采用多样化的旅游形式，常见的有绿色景观迷宫即

由绿色植物围合或者覆盖的游乐区域。这样的旅游

空间符合少年游客的心理特征，同时植物配置的空

间应富于变化，形式多样，色彩丰富，选用的植物宜

开花、芳香、结果，无毒无刺，不能伤及到皮肤和身

体，尽量要使游乐空间充满生机盎然的情趣，使少年

儿童置身于大自然中充满快乐和想象力。休憩空

间：休憩空间较游乐空间的动态性来说，是一个静态

的空间类型，是为都市游客休息、观景而设立的。在

形式上采用围合、半围合状，空间尺度上亲近自然，

植物色彩宁静，不需要借助更多的其他东西。比如

几棵大树下的休憩区域，庭院花园里的一隔，草坪上

都是理想的休憩空间。

#$ %$ % 旅游路径空间 在自然空间营造的基础上，

可以利用发散思维组织旅游路径空间，即旅游空间

的“内在秩序”。三峡广场在平面上采用了十字交

叉的布局方式，由东北、西北面的商业区、西南面的

绿色艺术园、东南面的华宇商住区构成 # 个面，在这

# 个面的围合下形成 # 条线，即东南西北 # 条商业

街，# 条步行商业街上又各自分布着步行街休闲区、

三峡景观园、江南园林、历史文化名人园 # 个景观节

点，最后 # 条步行街再分别沿着 # 条线汇聚于中心

点———中心下沉广场，形成空间序列上的高潮。这

种点、线、面结合的布局方式，十分有利于旅游线路

的穿插连接，可以使旅游路径空间体系井然有序，再

加上景观节点的点缀，从而更加完美且富有情趣［*］。

#$ %$ ! 体验性空间营造 所谓体验性空间营造是指

从物质性空间到非物质性空间。人类最早的设计完

全是出于实用主义，满足功能需要是首要前提。随

着社会的发展，高科技的出现，旅游产品的感性和人

性化需求越来越高。欧美等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服务

经济时代，社会需求的重点第一次由“ 物”的层面转

向“非物”的层面，随着服务经济及非物质化的发

展，体验性需求的到来，对旅游产品独特性、新奇性、

地方性加强，旅游体验性空间营造更是如此。

&）空间意境设计。追求意的幽雅和境的深邃

是旅游空间意境的重要特点，“庭院深深，深几许？”

的诗句正是这一特点的生动写照。相比江南私家园

林，为了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追求境的深邃，多不遗

余力地以各种方法来增强景的裸度感。三峡广场的

历史文化名人园、三峡景观园旅游空间意境的设计

亦如此，藏与露，蜿蜒曲折等，不外是为了求得含蓄、

幽深所采取的某种手段［+,-］。除此之外，还利用空间

的渗透、丰富的层次变化极大地加强了景的深远感，

例如在东向三峡景观园透过水景远眺大型雕塑，直

接看和透过许多重层次去看它，尽管实际距离不变，

但给人感觉上的距离似乎要远得多。在西向的象征

南方特色的小桥流水微缩江南园林景观直接观看和

隔着几棵树去观赏效果明显是不同的。旅游多义空

间营造可以说是对旅游空间意境设计的一种升华，

它使得空间具有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功能转换的灵活

性，也就是创造能够同时满足不同活动的不同要求，

或是多种功能同时存在于一个空间之中，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方便地对其进行组合与调整［&(］。三峡广

场旅游多义空间的营造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

先是广场整体环境多义空间的营造，即在整个商业

空间范围内创造多种形式的旅游空间，以满足不同

游客的需要；其次是在广场局部范围内，旅游设施和

旅游空间的安排能够满足不同游览活动的要求。

%）文化特质再现。体验经济时代旅游更注重

的是地方性、民族性、历史性的东西，因此在旅游空

间营造时，要把历史、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有机地表现

出来，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建筑大师贝聿铭

的“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因而也有

自己的个性与特色。”这句话对旅游空间营造有着

重要的启示。三峡广场除了具有明晰的空间结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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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还相当注重对地域特色文化的宣扬，广场以悠久

浓厚的三峡文化为主线，以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将

有关三峡的风光、历史、人文等方面反映在 ! 个园区

内。“三峡景观园”以千古传颂的三峡风光为背景，

将三峡的过去和现在，通过一幅幅雕刻和石碑表现

出来。在“巴渝文化墙”前" 可以看到龙蛇巴人青龙

白虎的图腾、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望夫石、三

峡巴人打猎捕鱼的生活、出土战国剑上刻的虎形纹

样等。“名人雕塑园”立有当年该地生活过的郭沫

若、巴金、丰子恺、冰心、徐悲鸿、夏衍、柳亚子、李四

光、于右任、阳翰笙、马寅初、潘梓年、臧克家、胡庶

华、张伯苓等 #$ 位文化名人的雕塑像［%］。这些都成

为三峡广场旅游空间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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