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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空间更新,重塑城市生态与文化新篇章

———以“无锡市太湖广场的蝶变”为例

●钱　炜

　　

[摘要]广场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功能演变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进步

与变革.从古代到现代,广场的形态与功能经历了数次显著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承载着时代的烙印与大众

的需求.太湖广场,作为无锡市的城市心脏,历经岁月洗礼,见证了无数历史瞬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

居民需求的变化,原有的广场空间逐渐显现出功能不全、设施老化等问题.通过对太湖广场多维空间的创新

设计,广场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场所,而成为一个融合历史与未来、文化与现代的城市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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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锡市太湖广场的前身是曾经的清扬公园，２００２年９
月３０日建成开放的广场是无锡市第一座真正意义上

的城市广场。 ２００７年无锡茂业百货清扬店开业，太湖广场

开始成为无锡的商业聚集区。 ２００８年，无锡博物院开馆。

２０１１年太湖广场完成北广场建设。 ２０１２年，位于太湖广场

的国金中心——无锡第一高楼封顶。 ２０１３年无锡地铁一号

线太湖广场站开工建设。 至今，太湖广场南北贯通，无锡

的“城市客厅”真正合一。 太湖广场是记忆中的城市地

标，是意义上的中心广场，是无锡人内心里的家乡情怀。

无锡市的太湖广场，不仅是城市文化的象征，更是市民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场空间的功

能逐渐趋于饱和，老旧的基础设施无法满足现代都市的需

求。 因此，广场的改造与提升，成为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促进城市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广场

的设计，从市民的需求出发，引入现代设计理念，赋予了广

场新的生命力。 通过“多维空间”的构建，太湖广场不仅

重新定义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还结合绿色生态与艺术美

学，塑造出一个更加宜人且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 这一更

新项目，不仅是对硬件的改善，更是对城市精神与文化气质

的深刻表达。

广场空间更新:一轴、一环联动四片区

本次太湖广场的提升改造，以“一轴、一环联动四片

区”为主线，重点打造太湖广场中轴广场和清扬公园、青春

球场、拾光乐园、文体公园四大片区。 相关单位将太湖广

场打造成为有温度的公共休闲场所，赋予太湖广场“城市客

厅”的新形象(如图１所示)。

图１　更新后的太湖广场鸟瞰图

相关单位将“海绵城市”和“智慧城市”两大元素融入

其中，以城市更新的手法把现代化美学设计注入太湖广场肌

理，使太湖广场在景观工程、景观亮化、海绵城市建设等方

面兼顾功能和艺术性。

(一)一轴：南北轴线景观带

中轴广场是整个改造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主入口的铺装

步道、两侧广场树阵、环形步道和沿线的花园节点。 现有

的中轴广场以大面积的石材铺装和铜雕图案形成中轴线，两

侧是块状的绿地树阵和景观灯具，整体硬质铺装的比例偏

大，场地质感略显生硬。 因此，相关单位在广场中轴线将

现有的下沉广场进行改造，增加了一处镜面水池，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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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广场区域优势，将地标建筑远处的国金中心借景入画，

配置特色感应喷泉及幻彩灯光，与天光云影交相辉映，融合

成一幅充满张力的现代都市画卷。

在细节方面，相关单位对地面铺装、景观小品、城市家

具、照明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升级改造，通过对尺

寸、材质、形态等方式的重新设计，将广场的整体质感提升

了档次。

南北轴线景观带是太湖广场空间布局的核心线条，它将

广场的南北两端有机地连接起来，构建了一个视觉与功能上

的主轴。 轴线设计通过广阔的草坪、精心设计的花坛和水

景，创造出一个深具现代感且具有自然气息的空间序列。

南北轴线不只是空间的连接，更是景观的延展，从广场的一

端到另一端，游客可以在流动中感受景观变化，体验不同功

能区的互动。 太湖广场在视觉上呈现出深度与纵深感，为

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空间体验。

(二)四片区：功能分区优化

太湖广场的空间布局通过四片区的划分，提升了广场的

功能性和可用性。 每个片区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功能，精确

地满足了各类人群的需求。

青春球场片区内原有的场地以水泥地和塑胶为地坪材

质，早已斑驳老化。 本次改造通过专业运营团队和配色方

式打造出属于运动人群的网红球场，将美学与体育融合紧

密，彰显太湖广场的活力都市形象。 相关单位提取无锡当

地文化元素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打造独具无锡特色的“智慧＋
文化”型篮球场。

街角下沉广场位于钟书路和青年路路口，是城市的重要

沿街界面，结合共享街道打造一个充满趣味变化的多功能空

间，在高差较大的梯级下沉广场中打造出一片独具个性的运

动休闲场所，通过专业运营团队定期举办专业赛事，打造实

现广场形态、城市空间、商业业态的有机融合。 相关单位

将体育运动元素与现代都市美学完美融合，同时结合以电子

设备为专业的比赛、训练、表演等活动，为市民提供智慧化

的综合服务。 拾光乐园片区是围绕现有的滑梯区域拓展改

造而成，改造后总面积近２万平方米。 整体运用帕米孔透

水艺术地坪，结合地形草坡、游乐设施、互动感应跳泉和艺

术雕塑等景观设施，特别是拾光乐园里布置成群的泡泡灯

球，深受市民的喜爱，为儿童乐园注入了些许趣味性，并在

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们的视觉空间。 场地中的树木用球形

灯饰装扮起来，成功地营造出了童话般的梦幻萤火虫森林

场景。

整体运用水纹蓝色系帕米孔透水艺术地坪，结合地形草

坡、游乐设施、互动感应跳泉和艺术雕塑等景观设施，既有

开放的阳光草坪，也有充满童话色彩的萤火虫森林，成为可

观、可触、可听、可闻、可嗅的五感梦幻空间。 改造后的乐

园，丰富了原有单调功能，既有开放的阳光草坪作为休憩空

间，也有充满童话色彩的活动场地，为儿童创设了一处充满

欢乐的趣味空间。 文体公园片区为城市地铁地下空间的上

盖区域，本次的改造结合斐林客等城市运动品牌打造出集运

动、康体、展览、娱乐交流等一体化的公共展示区域，同时

结合地下空间设置了运动健身场所等功能布局，形成了地上

地下一体化空间利用最大化。

科技赋能,引领“智慧＋”基础设施升级

本次改造不仅注重于大空间的布局规划，同时也着眼于

细微处的基础功能设施提升。 在配套功能设施提升方面紧

抓“服务便民于细微处”的理念，位于广场西北侧的公共厕

所升级换代为“智慧厕所”，配备空调、新风、暖通、香氛

及智慧厕所引导系统，在设备设施、环境卫生、人性服务等

方面大幅提升；广场步道中新增的雾森系统采用自然的发生

方式，可产生大量的负离子，能促成人体合成和储存维生

素，强化和激活人体的生理活动，并起到除尘、净化空气的

效果，让步道区域变为天然氧吧。 广场的夜景亮化方面也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包括火炬灯柱的改造、主环路智慧灯杆

的引入，集成亮化、监控、WIFI、投影、音响等多功能为一

体，为广场夜间活动的多样性注入了新动能。

多元融合,唤醒城市公共艺术美学价值

本次改造将全面提升广场的开放性、公众性以及文化

性，让太湖广场不仅是城市形象对外展示的名片，更是为公

众提供审美情趣的精神场所，构建出可观、可触、可感的城

市公共艺术体系，最大程度地体现人文关怀的精神传递。

位于广场中轴线的中央镜面水池，其充分利用太湖广场

区域优势，将地标建筑借景入画，白天与天光云影交相辉

映，夜间采用激光投影的手法，配置感应喷泉及幻彩激光，

丰富了视觉效果，融合成一幅充满张力的现代都市画卷；拾

光乐园区域整体运用蓝灰色系帕米孔透水艺术地坪，并设计

微地形草坡、互动感应跳泉、泡泡灯球等艺术景观，从立体

空间的角度为儿童打造一处活动安全、充满欢乐的趣味性空

间；全域布置了以“流苏”“时光循环”“天使”等为主题的

系列艺术雕塑，赋予了太湖广场新的艺术美学价值。 公共

艺术装置的设置不仅使太湖广场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也为

市民提供了互动与思考的空间。 广场内的艺术装置融合了

现代与传统的设计元素，通过雕塑、装置艺术以及景观小品

等形式，彰显了地方文化特色与艺术创意。 与此同时，艺

术装置设计强调与市民的互动性，部分装置不仅具备观赏

性，还可以与游客互动，增强了公共艺术的可接触性。 艺

术作品的选择与布局经过精心策划，既与太湖广场的整体设

计风格相契合，又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为广场增添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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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文化气息。 公共艺术装置的设置，成功地为广场营

造了一种艺术与生活交融的空间氛围，使其成为市民进行文

化和艺术交流的重要场所。

特色木结构建筑赋予广场全新功能

木结构建筑因其独特的材质优势，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建

筑中的亮点。 太湖广场一系列户外服务设施采用了轻盈的

木结构工艺，生态便捷的材料结合美观简洁的造型，打造出

了具有主题性的木屋驿站建筑，犹如露天的“微型建筑博物

馆”，构成了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 木材本身是一种自然

材料，对环境的影响远低于其他建筑材料。 通过推广木结

构建筑，不仅能够促进建筑行业的绿色发展，还能为城市营

造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因地制宜,打造“海绵城市”示范点区域

太湖广场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以下穿隧道和中轴广场分

为东西南北４个主要的汇水分区，结合下垫面、竖向条件

等，确定海绵设施布局，明确设施类型、规模和功能；结合

场地竖向和排水系统，进行海绵设施的竖向设计并与排水管

道系统衔接；采用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湿

塘、垂直流湿地、植草沟、蓄水池等设施，灰绿结合，存蓄

和回收雨水，全域实现径流总量控制、径流峰值控制、径流

污染控制、雨水资源化利用等目标。

此外，本次改造运用了多种新型工艺新材料。 在广场

中轴的下沉水广场、拾光乐园以及清扬公园主要铺装采用帕

米孔透水工艺的艺术地坪；海绵断层净水工艺展示装置，也

是当时无锡唯一的户外可视化海绵互动装置。 该装置可以

通过玻璃面板表面标注的不同分层问题及图示，直观地展示

海绵城市构造。 海绵互动装置启动后可以看到雨水流过海

绵断层时的具体变化控制出水量，从而可以展示“海绵城

市”净化利用雨水的原理。 海绵断层净水工艺展示装置以

可视化的形式科普“海绵城市”技术和理念，让市民切身感

受到在“海绵城市”理念加持下，城市创新所带来的生态

价值。

夜间亮化设计

夜间亮化设计是太湖广场更新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提升了夜间景观的美感，还增强了广场的功能性与安全

性。 通过巧妙的照明布局，广场在夜晚焕发出独特的光

彩。 整体亮化设计采用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照明方式，包

括地面照明、建筑外立面照明以及景观照明，营造出温馨而

富有层次感的夜间环境。 特别是在广场的核心区域，通过

改造原有火炬造型钢柱，将透明网格屏与钢柱造型结合，形

成夜间广场的视觉焦点。

太湖广场夜间照明亮化采用了多种不同亮化方案，广场

在灯光映衬下，流动的铺装使场地与水池融为一体，四周的

造型喷泉让此处成为一片梦幻的欢乐海洋。 在广场中轴线

上的灯塔表面投影了江南山水画面，通过灯光的烘托，与远

处的博物馆遥相呼应，如同一幅山水画面展现在市民面前，

形成不同于白天的另一种风景。

太湖广场的照明亮化设计融合人文景观与智慧照明设施

升级，营造了休闲的生活情调，并结合场地功能，增强了空

间活力，使市民可以体验城市魅力，打造无锡城市会客厅。

这可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人文关怀、城市

温度。

精心设计的灯光效果突出了周围的建筑特色与自然景

观，使其成为市民夜间聚集、休闲的理想场所。 此外，照

明设计注重节能与环保，采用LED节能灯具和智能控制系

统，能够根据实时需求调节亮度，不仅降低了能耗，还减少

了光污染。 夜间亮化设计的实施，使太湖广场在夜晚呈现

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魅力，进一步提升了广场的吸引力和使

用价值。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太湖广场的更新不仅是对空间结构的再造，

更是城市文化与生态理念的融合体现。 通过“一轴、一环

联动四片区”的空间规划、便捷的交通组织、环保的木结构

建筑以及“海绵城市”的智慧构建，使广场焕发出全新的活

力。 夜间的亮化设计和公共艺术装置的巧妙融入，赋予了

广场独特的魅力，提升了市民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这些创

新元素共同塑造了一个集功能性、生态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

现代都市广场，成为无锡市的标志性空间，为未来城市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

参考文献

[１]段美菊,秦华江,刘宇轩．水活天地宽,太湖有“四变”[J]．半月

谈,２０２３(０４):３２Ｇ３４．

[２]任颖,刘颐佳．运动公园与智慧停车功能叠加的城市公共空间

有机更新 实 践———以 济 南 舜 泰 广 场 改 造 项 目 为 例[J]．地 产,２０２３

(２４):４０Ｇ４２．

[３]周荃审．绿 地 集 团 无 锡 太 湖 大 道 中 央 广 场[J]．建 筑 细 部,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４０．

[４]唐宏轩．智能技术时代背景下的公共艺术创新设计———以无

锡太湖广场项目更新设计为例[J]．创意与设计,２０２３(０２):４６Ｇ５３．

作者简介:

钱炜(１９８４－),男,汉族,江苏无锡人,本科,高级工程师,无锡文

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研究方向:园林景观及施工图设计.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