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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塑造——厦门海湾公园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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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湾公园利用植物和地形等景观要素，运用隐喻、对比的手法，创造出丰富神秘的空间变化，同时又使得空间具有良好的

人性化和灵活的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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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pture the Spaces

——Design of Bay Park in Xiamen 

Wang Xiangrong Li Zhengping

Abstract: By means of metaphor and contrast, through the use of some landscape elements, such as plants and 

topography, a series of mysterious spaces are created in Xiamen Bay Park.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spaces are 

full of humanness and provided flexible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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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海湾公园地处厦门市湖滨西路西侧，厦门西港和筼筜湖之间，用地总面积20hm2，现状地势平坦，平均高

程为5.0m。基址西侧为辽阔的海域和山峦，海沧跨海大桥和鼓浪屿都在视野之中；基址东部为筼筜湖和沿湖密布

的城市建筑，北侧是居住区，南侧与市政污水处理厂相邻。  

  海湾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通过公园的建设，可以将大海的景观引入筼筜湖和城市中心地带，使大

海与筼筜湖的连为一体（图1），所以公园的建设广受厦门市民的关注。2001年，厦门市规划局曾举办过公园的设

计竞赛，也优选确定了中标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公园始终没有开工建设。3年时间已过，待公园即将建造之

际，大家却发现原有方案似乎并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多义景观和厦门市园林设计院被委托，合作重新完成海

湾公园的设计。  

  我们的设计是从海湾公园自身及周边的环境特质开始的。从外围环境看，公园东西两侧尽管都是水景，但差

异很大，西侧是辽阔的大海，而东部则是相对较为封闭的以筼筜湖为中心的城市景观。鉴于此，我们把公园东西

分为景观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西侧开敞辽阔，东侧相对较为封闭，这样公园在东西两侧与外围景观就建立了紧

密的联系。公园南部和北部与污水处理厂及居住区相连接，用地局促，设计希望在公园的南部和北部设置地形，

与周边环境之间有所过渡，并增加景观层次。由此，公园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与外围环境相应的不同的景观面

貌（图2）。  

  为实现上述的构思，我们首先在公园中心，沿南北方向画了一条锯齿线道路，把公园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锯

齿线隐喻海边每日可见的自然景观——潮涨潮落，从中可感受到大海的力量与气势。锯齿线又是一条重要的交

通、游览和休息线，它贯通公园的南北方向，联系着公园的主要部分。  

  其次，我们又在公园的中心，沿东西方向画的一条宽阔的笔直的道路场地，从筼筜湖通过过街天桥跨过湖滨

西路，直达海边（图3、4）。这条由植物带、水渠和场地构成的公园的踏星广场不仅是公园东西向的轴线，同时

也是筼筜湖景观带的轴线。通过这条轴线，厦门市东部形成了一条由市中心到大海的景观带。这条中轴广场也把

公园分成了南北不同的两个部分。为了使筼筜湖在视线上和游览线上都等与大海紧密相连，我们在公园中沿东西

方向等距布置了五条笔直的小路，这些路与锯齿线道路相连，组成道路网，并将公园划分出踏星广场、天园、地

园、林园、水园、草园与海滨风光带等不同的区域（图5）。  

  为增加公园与基地南北两侧城市中不甚理想的环境的空间层次，同时也呼应设计者初到现场时对基址如同位

于天地之间的感受，我们将公园南北两侧地形局部抬高，与大海的尺度和气势相一致，塑造大地雕塑般的地形，

形成公园北端的由螺旋地形构成的天园和公园南端的由方锥地形构成的地园。天园与地园成为全园南北两处制高

点，可供游人登高鸟瞰。柔和与强硬的两种地形构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图6）。  

  在公园的东部，中轴广场的北南两侧分别是空间神秘的林园和水园。  

  林园中，从地面至空中，道路、矮篱、中篱、高篱、树列、栈桥、树林，层层叠加、互相穿插，空间层次自

然、灵活、宁静、深远而丰富（图7-1~图7-6）。直线道路随机而有所指向地穿插交错于不同的空间之中，将空间

提供给人们，由人们自行设计和选择休息娱乐的方式。绿色为基调背景的灵活多变的空间，可为厦门市每年举办

的雕塑展览提供灵活的展品陈列环境（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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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园利用比邻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中水，塑造水花园，通过水生植物，也可使中水进一步净化，进而

进入公园的灌溉系统。沉水植物、浮水植物、不同高度的挺水植物、漂浮在水面上的步行桥、栈桥、树列、树

林，叠加构成水园的空间层次（图9-1~图9-7）。不同高差水面的落差变化形成跌水泉，数条道路相交汇合，与锯

齿线路边台阶呼应，成为水剧场（图10）。  

  锯齿线以西，是开阔的草园，东西向轴线路网使草园断续。草园中，微地形平缓起伏，于南北两端自然延伸

融入地园与天园。市民可在草地上开展各种室外活动（图11）。  

  公园西部紧临厦门西港，布置了海滨风光带。原有堤岸的亲水台阶形成与大海联系的界面，限定了海滨风光

带中人与大海的最直接交流（图12）。  

  在踏星广场的东端，筼筜湖畔设有码头，并设有服务建筑，与海滨风光带遥相呼应（图13）。  

  海湾公园是与周边自然与城市环境紧密联系的公园，它的空间布局，道路走向都与周边环境相连。海湾公园

也是运用各种要素，特别是地形与植物塑造空间的公园，在这里，空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在空间的塑造中，我们运用了隐喻和对比手法，特别是将大海的力量、神秘、温情、奔放、包容等意象融入

海湾公园的景观设计，创造海的公园。  

  开阔的踏星广场，直接将大海的气息导入陆地，连接城市内湖。踏星广场地面照明设地下泛光，从穿孔钢板

的孔中轻松将灯光透出，与繁星遥望。五条副轴线上的地灯沿道路中心线阵列布置，纯蓝色光点醒目、纯粹，导

引道路，像导航灯般指引大海的方向。  

  锯齿线隐喻大海的潮汐，道路、修剪的和不修剪的各种植物交错穿插，对抗又统一，充满力量感。柔和的或

棱角分明的地形使大地被雕塑化，从中感受大海、宇宙的无穷力量。不同高度的绿篱、不同高度的水生植物和大

树创造了层次丰富的空间，从中可感受大海的神秘气息，体现大海的变化莫测。在疏林草地中可放松、自由自

在、心情平和而快乐，感受大海的温情、包容与宽广。  

  公园中的植物、地形、道路和场地都具有强烈的对比，同时又统一于特定的秩序之中，公园用最简单的景观

要素，创造出丰富而神秘的空间变化，同时又使得空间具有良好的人性化和灵活使用的可能，使得公园成为厦门

市具有海滨特色的人性化的市民公园。  

  目前公园已经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预计将于2005年底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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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水园中的浮水植物  

图9-4 水园中的矮挺水植物  

图9-5 水园中的高挺水植物  

图9-6 水园中的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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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筼筜湖码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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