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之以为用
——

论空间句法在商业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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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水 夂问＿ｆ句法 邢论中空间 的什．会泾济涵
“

埏埴以为器 ， 当其无 ， 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成
，
或者说 ， 物质形式与空间互为阴阳两面 ，

空间

义
， 并以抗州忒怵广域的实际 Ｌ： ｆＶ：为例 ， 空间 室 ，当其无 ， 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

模式的变化必然带来物质形式的变化 ， 而空间模式

勻法公司 如何将空 丨

‘

ｈ
丨
匀法理念和技术有效地运 丨 ｎ到商业——者聃就是功能的

一

种表达 ， 那么这将直接投射到物质形

逮筑设汁之中 二 本文不仅介绍 广立践项 目 中所使用的句式
，
即

“

用
”

的功能通过空间的构成 ， 体现到物质

沾技术 ， ＆括线段分析 、 视线 阁示分析 ， 以及 智能体模 1 空间构成的重要性形式上 ；
其过程也可反过来 ， 物质形式的变化也带

拟等 ， 而 丨
1强调那些技术背后的空问理念 根据空间之在欧美等国家 ， 空间句法理论和方法巳经被较来空间模式的变化 ，

影响到入们的行为模式
，

进而

问的复杂关系 ， 本文揭 示
“

空无
”

的商业空 「
ｎ

］
形式与功为广泛地应用到建筑设计实践之中 ； 英国空间句法影响到其功能状态。 因此

，
建筑形式与功能通过

“

虚

能相统一的观点 ， 即商业价值折 射／ 卜
：

空间区位和动线模公司也与诺曼 ？ 福斯特事务所 、 理査德 ？ 罗杰斯事无
”

的空间彼此关联起来。

式之中 ＿务所、
Ｓ ＯＭ 、 泰瑞 ？ 法雷尔事务所 、 古斯塔夫森 ？不过 ，

空间句法更加强调空间的钽织结构
，

即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

ｉ ｓ
ｐ
ａｐｅ ｒ ｒｅｖ 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
ｉ ｃａ ｔｉｏｎｓ波特事务所等密切地合作

｜ 1 ｜

Ｘ
1 1

。 那么
，

空间句法到每个空间与其他所有空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集合
1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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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底是解决建筑设计中的什么问题 ？ 本文将从空间句我们可用两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空间的组织结构的

ｏ ｆ Ｈ ａｎｇｚｈ ｏｕＷｕ ｌ ｉ ｎＰ ｌａｚａ
，

ｉ ｔ ｓｅ ｅｋ ｓ ｔ ｏ ｅｘｐ ｌｏ ｒｅｈｏｗ 
Ｓ
ｐａ ｃｅ法的基本理论出发 ， 通过杭州武林综合商业体的分概念 、 及其与人们活动之间的关系 。 例如 ， 对于

一

Ｓｙｎ ｔａｘ ｃｏｎｃｅ
ｐ

ｔｓａｎｄ ｔｅ ｃｈｎｏｌ ｏｇ
ｉｅｓａｒｅ 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

ｙ ａｐｐ
ｌｉ ｅｄｔｏ析案例 ， 详述英国空间句法公司如何在商业建筑设个包厢 （ 图 1） ， 如果它四面都是实墙

，
那么其圆桌

ｔｈｅ ａｒｃｈ ｉ
ｔ
ｅ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 ｉｇ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  ｃｏｍ

ｐ
ｌｅｘ ．Ｉ ｔｎ ｏｔ ｏｎｌｙ计中应用空 间甸法理念和技术 。 期望以案例形式 ，

四周的椅子都具备相同的空间关系 ，
即每个椅子与

ｉｎｔ ｒｏｄｕ ｃｅ ｓ ｓｕ ｃｈｔｅ ｃｈｎ ｉｃ ａｌｍ ｅ ｔｈ ｏｄｓ  ａｓ ｓ ｅ
ｇ
ｍｅ ｎｔ ａｎａ ｌ

ｙ
ｓｉ ｓ ，柩象地剖析空间 句法理论和方法发源地的基本概其他所有椅子的关系是等价的 ，

人们坐在哪张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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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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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ｅ
ｐ

ｒｏ
ｊ

ｅｃｔｓ
，
ｂｕｔａ ｌｓｏ念

，
抛砖引玉 。 不仅从方法论和

“

器
”

的角度 ， 促上没有差别
；
而寘实的包厢是有门的 ， 通向包厢外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 ｓ ｔｈ ｅｓ
ｐ
ａｔｉ 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ｕｎｄｅｒｐ

ｉｎｎｉｎ
ｇ

ｔｈｏｓ ｅｍｅ ｔｈｏｄｓ ．进对空间句法技术等的思考 ，
而且从建筑理论的角的走廊 ， 那么相对于门或走廊 ， 圆桌周边的椅子是

Ｒｅ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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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 ｌｅｘｒｅ

ｌ
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ｒ ｃ ｈ ｉ ｔ ｅｃ ｔｕｒａ ｌ度

， 激发更多关于对建筑空间的新讨论 ，
借此为道 ，

彼此不同 的 ， 有些离门近 ， 有些离门远 ， 有些受到

ｓｐａ ｃｅｓ
， ｔ
ｈｉ ｓ

ｐａｐ
ｅｒ

ｐ
ｒｏｐｏ ｓｅｓ ｔｈ ｅ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 ｒｐｈｏ ｌｏ
ｇ

ｉｃａ ｌ今后开发更多适合国内的
“

器
”

，
从按术算法上真正上菜的干扰 ， 而有些可以时刻 直视门 口的情况等 ，

ｉｎｔ ｅ
ｇ
ｒａ ｔ 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ｏ ｉ ｄｓｏ ｆ ｃｏｍｍ ｅｒ ｃ ｉ ａｌ ｃｏｍｐ

ｌ ｅｘ ， ｉ ． ｅ ． ｔｈ ｅ地做到变法万千 ，
以器载道 。正是这种门和椅子之间的关系 ， 导致了每张椅子与

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 ｖａ ｌ
ｕｅｉ ｓ ｒｅｆｌｅ ｃｔ ｅｄ ｉｎｔ

ｈｅ ｓｐａｔ ｉａｌｌｏ ｃ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
ｔ ｓ现代建筑设计理论中经常谈到的是形式与功能其他椅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

而这种空间模式

ｄｙｎａｍｉ ｃ ｓ 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之间的关系或问题 ， 例如大家
一直争论的彤式决定的变化又常常被赋予功能或文化内涵 ， 诸如主座和

关键词 ： 商业建筑没汁 ， 空间句仏 ， 空间价值 ， 杭州功能
，
还是功能决定形式 。 不过 ，

这一直都没有定次座之分等。 在这种意义上 ， 走廊 、 门
、 椅子之间

Ｋｅ
ｙ
ｗｏｒｄｓ ： ｃｏｍｍｅ ｒ ｃ 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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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

ｔ ｉａｌ论 丨 2
｜

。
之后

，

空间成为了现代建筑理论讨论的重要的空间关系实现了包厢内的社会交流功能。

ｖａ ｌｕｅ ，
Ｈａｎ

ｇ
ｚｈｏｕ内容 ，

空间流动的艺术体验和空间流线的功能需求又如 ， 我们分析某个住宅户型中的空间组织结

得 以强调 ， 尤其是空间的重要性得以反思 ，
作为建构 （ 图 2  ） 。

用不同的色彩来标示每个房间 （
图 2 左

） ，

筑设计的重要维度
⑶

。 正如一句大白话 ， 我们买房并将每个房间抽象为
一

个相同颜色的点 （ 图 2 右 ）
；

子时 ， 不是买砖头 ， 而是买的建筑空间的平米数 。 如果两两相邻的房间彼此相通
，
就用

一条线将两点

这在老聃 《道德经 》中有详细论述 ，即
“

埏埴以为器 ， 连接起来 ；
从而构成了图 2 右侧的图示 ｉ和 ｉ ｉ 。 我

当 其无 ， 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 ， 当其无 ， 有室们可以分别从入口处 （ 图 示 ｉ ） 和主卧阳台 （ 图示

之用 。 故有之以为利 ， 无之以为用
”

。 这也成为了ｉ ｉ ） 来看或感知整个住房空间结构 。 对于同样的住

国内外建筑理论家常常引用的客言 。房空间结构 ， 从入口处来看 （ 图示 ｉ）
，

整体结构较

空间句法其理论核心也在于
“

无之以为用
”

。
从为偏平 ，

即入口 离其他所有房间较近 ； 而从主卧阳

建筑理论而言 ，
空间句法对该观点阐述得更为翔实台来看 （ 图示 Ｕ 〉 ， 整体结构较为深 ，

即该阳台离其

而精准 ， 可直接运用于建筑设计 。 该理论认为空间他所有房间较远 。
这也对应其住宅普通功能 ： 我们

是联系形式与功能之 间的媒介 ，
而不仅仅是人们活需要以入口为中心 ，

较快地进入其他任何
一

房间 ；

动的静态背景
｜

ｉ ｎ － 2 ｜ 4 ｜：
＞

、 具体而言 ，
人们通过构建而我们希望主卧阳台能远离其他大部分房间 ， 不会

空间模式 ，
来实现各自的社会 、

经济和文化等 目标 ； 被太多的成员穿行或使用 。 正是每个房间与其他房

这种空间本体的建构活动本身就是社会 、 经济 、 文间之间的关系 ，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空间 区

化等活动的
一部分

，
正如人们建造或组织办公空间位

，

逬而容纳了适 当的功能。
细细琢磨

，

图示 ｉ 和

就是为了形成办公场所 ， 实现办公的曰常运作 ，
而Ｈ 很类似建筑设计中的功能泡图 ，

只不过我们并未

每个办公室或办公单元的组合本质上就体现了该办定量地从每个功能气泡处 ， 分析它们与其他气泡之

ｈ傢门然抖卞巧 念项 门资助 （ 枇脃 5 1 2 0 8 3 4 3  ）
公单位的文化或体制模式 ，

这就是办公功能在空间间的关系 ， 而是采用经验去做了判断 ，
并赋予了合



 中的实现 ；
与之同时 ，

空间又是由物质形式围合而适的功能 ， 完成了功能在空间中的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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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空间句法分析并不是功能泡图 。 功能泡ｒ

—
＾ｆ

图更偏重分析功能关系 ， 而非分析空间布局对人们＿．

ｙ
行为模式的影响 ， 因此功能泡图中的空间分析本质

上只是源于建筑师对功能关系或流程的理解和经验＠ｒ
—

ＴＭ

假设 ， 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空间模式或与空间有关ｏ

／
—ｖ．ｏＩｐ

￣

ｉ

的物质形式对功能的影响。 而空间句法试图去跨越ｆ、—

＼

这个鸿沟 ， 通过对真实空间形态本身进行几何 、 拓〇
、 」

〇
—

“？

扑 、 以及序列分析 ，
结合社会经济因素 ， 形成更为＾、 ■－ｙ 丨＼

直观形象的
＂

功能泡阁
”

， 从而揭示物质形式和功能ｏ ｜＼ ，／

之剛相互影响。°
＼￥／

＊

2 空间分析的社会行为涵义‘ ‘

空间句法分析的基本形态元素是轴线 （ Ａ ｘ
ｉ ａ ｌ
门ｒ

— 1^

Ｌｉｎｅ） 和凸空间 （
Ｃｏｎｖｅ ｘＳｐａ ｃｅ ） ：

前者对应于人走廊

们看东西 、
行走或开车 ，

也许可简化为视线或路线
1 2

（ 图 3  ） ；
而后者对应于人们互视 、 共 同感知 、 共同

出场 、 聚会或交谈等 ， 从数学定义而言 ，
在凸空间模式 ，

应用于英国空间句法公司的大量实际项 目之

内任意两个人之间的视线不会被该空剛边界所打 中
， 在本文的第 3 部分将详细展幵 。

断 （
图 4广

。 在这种意义上 ， 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对干建筑 的空 间分析 ，
空间 句法还堕 点研究

趟聚会麵觸赃瞧 ， 耐轴細赃赚 了挪 卩彡細 ￥ Ｉ

Ｉ
Ｔ随贼化 、 ｓ Ｋ ｈ ｔｕ ｍ賴

体现 。 这被认为是空 间与行为
－

体化的过程 ，
即空 的 关系 、

以及 空 间 行为 的模拟 。 本 世纪初 ， 特

间形态体现了环境行为 ，
而环境行为又折射了空间 ＾ （Ｔ ｕ ｒｎｅ ｒ ）

ｆｆｌ？Ｓ（ Ｉ

＇

．

－

ｎ ｎ ）

形态 ， 从而空间结构成为了环境行为的化身 ， 使得 鹏迪克特 （ Ｂｅｎ ｅｄ ｉ ｋｔ ） 关于等视域 （ Ｉｓ ｏｖ ｉ ｓ ｔ ）

空
ｌ

＇

ｉ扮析本身具备了社会行为的意义 的研 究
ｎ ｈ

｜

4 9

乂 提 出 了基 于 句法 的视 觉图 示分

这种强调社会行为涵义的空间 分析理念不 ＜又 ｆｔ （Ｖ ｉｓ ｉ 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Ｇ ｒａｐｈＡｎ ａ ｌ

ｙ
ｓｉ ｓ ）

和智能体分析

体现在对分析元素的定义或简化 ， 而且影响着分析 （
Ａｇｅｎｔ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
）

＿？ｍ
＇

＂ ｓ

。 等视域 （
Ｉ ｓｏｖ ｉ ｓ ｔ．

）

技术路线的建立。 我们从空购法技术演变来看 ， 丨旨
－

个人站在
－

处 ， 向 四周看
，
目 所能及的地方 。

1 9 7 0
－

1 9 8 0 年代的空间句法主要将走廊 （ 街道 ） 简 例如 ， 图 5 中 ， 站在左上角的点的位置 ，
能看到的

化为柚线 ， ｕｉ考虑趣 （翻 ） 或房间 （ 广场 ） 等 ．他方滅 ｆｃ 区域 ， 这就足左上 ｆｔ的点的汶 视域 ？ 这

的长宽 ， 将其简化为凸空间 ， 重点分析它们之间的 种等视域的概念也可延删三维空间 每个等

空间关系 ， 从而定ｍ地计算空间结构
”

（ 对具体的 视域都受制于 自然或人为 景观界酬酬 ，
诸如墙

｜

数学推导或算法感兴趣的读者 ， 可参见本文的尾注 体和山体对纖的阻挡等 。 因此 ， 等视域对应的社

或参考文 目力本趕奸是介馳丨肺 ）
，

甜細倾ｓ關－破
ｆ
肿難細細Ｒ

从而分析人 ｆ门的紐 丨人 知 1

ｖ机构
＜

成社会 ） 组织构 象
’ 細人们的行走而将会不断变化 。 那么 ，

成等 。
这两 种方法分别称为轴线分析和凸空间分 列连续的等视域必将构成

－幅连续的景象 ， 体现了丨

析
“ 1

” 6
1… 9 7

。
之后 ， 轴线图又进

一

步细化为线段图 诸如空间序列 、 庆典 、 曰常漫步等情景 。 于是 ， 除 4

（ Ｓｅｇｍｅｎ ｔ．Ｍ ａｐ） ， 即分析两两轴线交点之间的线了等视域本身的几何特征 （
诸如面积 、周 长 、

重心等
）

段关系 ，
类比为街道交叉口之间的空间段 ， 重点综之外 ， 等视域之间的空间关系将更为深刻地揭示建Ｑ

＿＿—￡
＾
＿ｊａ

合考虑拓扑 、 实际距离 、 角度变化等几何因素对于 筑空间本身内在的社会行为内涵 ，
并体现功能需求 ，

丨

厂

空间结构的影响 ， 力图更为精确地捕捉空间形态的 如建筑内部的动线组织等 。
一

／


＼

一

细微变化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1 Ｂ ＿ ｎ ｜

； 基于世界 5 0从理论上而言 ， 平面空间可以无限地细化为无Ｐ
个城市的案例研究 ， 英国空间句法团队进而提出 了限小的像素点 ， 从而形成无限多的等视域 ， 那么它／

可以比较不同案例的汁算方法 虽然这种方法 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无限的 ， 从而无法计算 。
而在实

—

较多地运用在城市分析之中 ，
在建筑内部空 间的分 际应用之中 ， 我们常常将 网格铺在建筑平面上 ， 类ｄｒｇｆ̄

析中也常馳翻 ， 瓶能職酬 ！麵妬翅 财師柳纖赚 ；舰飾个力難 ｔｔ力
－




5

1 包厢中空间文化

2 同
一

户型的不同空间序列

3 轴线这种几何形态对应于视线 、 行走或幵车等

4 凸空间这种几何形态对应于互视 、 共同感知 、 共同出场 、

聚会或交谈等

5 等视域分析及其简化过程

Ｄ ｅｓ ｉｇ ｎＷＡ？ｍ ．Ｓ ／ 0 4 ＨＱ



个像素点 ， 并在计算过程之中也简化为
一个点 （ 阁 Ｉ


“

Ｐ



5 ） 。 那么 ， 等视域就＂
Ｉ

■

以简 化为点之间的关联 ，
如Ｉ＿

＿

？


广々
丨

、 ｜
ｐ

ｉ
 



阁 ｂ 中
，
左上角的灰色等视域被简化为从左上角出 ： ：

、

、＼
＼
广；

，

磊 1 5？二
发的红色关联 。 于ｓ ， 左上 ） 7 ｜ 丨丫 ：

“


．

 ．

＇

 2
ｉｍｍ ；

‘‘

＼ＫＵ＾Ｉ^ ＪＴｐ

＇

ｔ

—

ｎＢ^
纖关系 

ｒ似Ｒ化为阁
ｉ ＞

之中 ｆｔ 

个 ．

＿

．

＇

． ｌ
‘

 ■

｜＾￡ ＿＼
＂？

＂

＾Ｗ
ｆ
＝

黑色和红 編咖勺齡 ） ， 础 ｉ

ｆ 以卿制少 、 ，
＇
’

ｉ
＞

＞ ＾
“

＇Ｕ
？

：

：碰 4的数 丨七 从而 随 ｉ

＋ｎ ｕｉ ，
并获得实阽项 目

＇

■

？ｅＫｉｉｒ． ：＿ ． ： ．
．．

＿

ｗ二
Ｊ
＂ ＂

＼
Ｎ －

丨

＾—

＝
一

ｎ

可以接受的结果
—

Ｖ ｕＵ－Ｌ
^

上述等视域的分析进－ 步发展为更为形象的智 ．

ｉ

能体分析 （
Ａ
ｇ
ｅｎ ｔ ．Ａｎａｌｙ ｓｉ ｓ ） ，

難论依据是 ， 在 ， Ｉ

Ｌ ． ．

ＰＰＰ（＾＾＾ｒ＼Ｎ＾ ｜？“

实际生活之中 ， 我们对空间结构感知 、 汄知和理解 ，Ｅｆｅ ）

＼Ｔｐ＼Ｖ＾ｒ

“

 ？ ？ＣＴ
）Ｊ

将会指引我们行为 ，
如散步或开车等 ，

这些活动都
ｆ ｜｜

＼Ｊ／
？^ ＾：

丄
具有社会经济涵义 。 如果图 5 中 ， 每个点代表

－个Ｌ
＾
ＨＢＶｈｈｈｉ 

“‘
■

智能体 （
Ａｇｅｎ ｔ

） ，ｇ卩虚拟人 ’ＳＢ么等视域之间的复
丨

＇

．

ｉ ！

＇“ ‘
‘

！
－

Ｊ 

‘

“
＇■

「

杂关系可以输入到智能体之中 ，
用于表示虚拟的人 Ｉ

、

■

 1

：

！
一￣

“
￣̄

所感知到的－组空
Ｉ

職织结构ｌ。 当智能体在空 Ｉｔ？

￣￣

工
－

，

Ｌｒ

＾
ｒ二

■Ｊ

间中行走时 ，
等视域之嶋关系也将发生变化 ， 这： ：

？

二 ＿（

将辅助智能体根据新的空间关系 ， 作出相应的行为

决定 ， 如前进 、 后退 ，
转弯等 。 在空间句法模拟中

，



：

＾」 6

智能体每走 3 步
’ 就腫新考虑空间关系的变化情况 ’ＴＺＴ

＇

ｎ

—“

ｒ 7 7 7 ＾

＂“

ｒ

指导第 
4 步应如何选择 。 当我们在一怖述筑 内部释ｒ

＿

1
“

‘ｙ
－

＂ “

ｉＺｉｒ ｕ－Ｚ．

放成百个智能体 ’
它们的行走轨迹将可用来模拟人ｒ＾＾ｒ＼Ｙ

筑物之中的行繊 ’ 并用于建筑物的动

虼 ｙ＾］ｎ
．

「
」

3 商 、
＇ 7

Ｌ＼，

那么 ， 上述这些理论性的研究如何应用到ｈ ｉ
筑－

ａｖＨ、
、

．

．

： ：ＨＬ＾ ；ｖ
＂

ｅ ．
．Ｖ

‘
＇

“

―■ －Ｖ
＇

 ：
、

设计项 目 之中 ？ 由于商业建筑是较为常见的迚筑 类
＇＂

／
‘ ‘ ‘

‘

？
，ｇｏＣｎ＾Ｔｌ ｌｆｌ

型 ， 下文将以杭州武林广场商业综合体的研究为例 ， 、 ａ －

＾ｖ肩 Ｉ
来说明这种理性量化的分析方法 。 商业建筑的主要

丨

ｄ ｅｓ ｔ ｉｎａ ｔｉｏｎ

— 

＇

Ｉ

＾ｆ
ｙ

ｂ ｅｉｎ
ｇ ｐ

ａｓ
ｓｅ ｄｔ

｜

目 的之
一是吸引人气 ， 增加商业价值 ， 包括商品销 ， ｜

＇

｜ ？ 1 ＼ －

1

．．

：

ｉｍ

售和店铺出租等 ； 传统的行为调査为商业建筑设计 Ｉ ：

；

ｉ
＇

ｔ ｒｉ ｉｉｉＢ

＇」
＇

＊ ■

｛

提供了大量关于功能的实证支撑 ， 不过对于形态方 ：

■ ：Ｉ
‘

ｈＶ
＂

：

■

面 ’ 往往采用类型学的方式 ’ 将建筑空间形式分门ｆ

．

．

． ． ．Ｂｈ＾ｊ ｉ ．
．

＂

 ．
－

ｉｉ ；

．

 ｜

＂

．

．．
．．■Ｅｒ 3 1 ．Ｊ

－ ？

别类 ， 缺乏对实际空间形态的理性分析 。 然而 ． 劣 ｒ—

—
ｉ ｉ

■


－

1｜
Ｉ
 1

＇

际方案之中 ，
即使相同类酬 商业建筑也有 ｜观具 ？ｆ

？

—：

有不同的空间形态和布局 ， 这些差异常常会毖响到｜
＿

｜－，

．！ ：
－二 ： ：＾＾广

商业行为模式 ， 导致不同的商业效益 。ｌ
，Ｌ

．

杭州武林广场项 目有新旧 两个方案 ’
如阁 6 和


ｉ

Ｓ


；

图 7 所示
，
均为英国 Ｈａｓ ｋｏ ｌ ｌ 公司提供。 图 6 为旧

方案
，
图 7 为新方案 。 它们的空间格局较为相似 ，

目 的地就是红色三角形的店铺
；

2 ） 路过型动线 ，
即

（
Ｃ

ｌ
ｏ ｓｅｎｅｓｓ ） ， 度量某个空间元素 （ 如轴线 、 线段 、

从西北主入 口到东南次入 口为一条斜 向的室内商业路过某个店铺的动线 ， 如图 9 中黄色的动线 ， 它们凸空间 、 或象素点 ） 到其他所有空间元素的距离之

街 ， 两侧布Ｒ 商铺 。 它们的主要差别是 ： 旧方案室仅仅是路过红色三角形的店铺 。 然而
，

这 两种动线和 ， 这用 干判断顾客是否能较快地到达某个空问场

内 商业街的中段有个较大的椭圆上空 ， 两侧的店铺没有明确的区分界线 ， 彼此交织 ， 或发生转换。 这所 ； 2  ）穿行度 （
Ｃｈｏ ｉ

ｃＲ）或之间度 （
Ｂｅｔｗ ｅｅｎｎｅｓｓ）

，

较大 ； 而新方案采用 了更为线型的室内 商业街模式 ，
是由于 ： 到达某个店铺的行为对于另外

一

个店铺可度量某个空间元素位于系统中两两元素之间最短路

中央是窄长形的连续上空 ，
两侧的店铺缩小 。 该项能是路过的行为 ；

而路过某个店铺的行为有可能变径的概率 ，
这用于判断某个空间场所是否会经常被

目的分析目标是 ： 通过比较这两个方案的空间结构 ，
成进入某个店铺的行为 ， 如果路人对店铺櫥窗内的穿越 。 在空间句法的发展历史之中 ， 这两个基本变

预判它们的吸引人气的能力 ， 从这个角度评估新方商品或广告感兴趣 。 当这两种动线有机地融合在
一

量的 计算方法一直都在不断地完善 ＼ 以便于更好

案是否能带来更多的租金价值 。 因此 ， 武林广场商起 ， 互动起来 ， 就能最大程度地聚集人气 ， 达到提地预测行为模式等 ｕ 下文中采用的整合度和穿行度

业综合体内部的动线组织是其重要的评估方面 。高商业价值的 目标 ＾ 因此 ，
商业建筑设计不能偏废则是基于最新的定义、 基本上消除了空间规模对

对于商业室内走廊两侧的店铺 ， 存在两种动线其中
一

种动线方式 。于这两个变量的影响 ， 可以用于比较不同的方案 。

方式对其发生影 响 ： 1 ） 到达型动线 ， 即以某个店空间句法采用 两个变量去近似地预测到达型和这也是 目前英国空间句法公司应用的标准变量 。

铺为 目的地的动线 ，
如图 8 中黄色的动线 ，

它们的路过型动线
：

1 ）
整合度 （

Ｉ ｎ ｔｅｇ ｒ ａ ｔ ｉ ｏｎ ）
或接近度我们将分别采用线段 （

Ｓｎ
ｇ
ｍ ｅ ｎ ｌ ． ）

、 视觉图示

6 杭州武林广场老方案1 0 整合度分析 （ 对应干到达人流潜力 ） ， 左侧为老方案 ， 右

7 杭州武林广场新方案侧为新方案 （
红色表示整合度高 ， 蓝色表示整合度低 ）

8 到达型动线方式 1 1 穿行度分析 （ 对应于路过人流潜力 ） ， 左侧为老方案 ， 右

9 路过型动线方式侧为新方案 （
红色表示穿行度高 ， 蓝色表示穿行度低 ）

1 2 0ＷＡ 2 0 1 5 ／ 0 4



聚集在椭阖上空的周闱 ， 其东 由 角的濟力则较低 ；

而在新方案中 ， 路过性潜力Ｗ大的空间则沿室内 商

、
“

业街的两条走廊延伸幵籴 ’ 《木 上助盖 ／整个商 业

＞Ｐ＾Ｖ／ 。 表 2 则从数字上侧 ： 新 ／／案的針平面 、
室

、丨勾 1＿？ 、 以及穿 ｉＳ 丨 ：空的細路过 人流 ｔＭ力 ｔＷ
＂

‘ “

＾
Ｖ＾＊加 了 ， 分别为 3 ． 7 9 ％ 、

8 ． 3 4 ％和 ｂ． 1 3 ％ 。

＼！^—了新 ／ｒ挪进了各个細 、
糊商业 ｗ

，
腾侧

ｊ场所之Ｍ的路过喂 交流 ， 特別足强化 了 室内 商业街

＼ｙｉ＞＜
＇

＼^ｉ ｖ幡驗 ， 力翻删小店福ｆ
了帛細舰－

－
：

？＼Ｘ上述的线段分析表明了 ，
新方案的苹内 商业 街

Ｘ｜
＾

，

＇

＼＼的 【 Ｉ

）

？

达件潜力 得以加强 ， 同 1 1

、

丨 也能引导顾客 3 1脚 繁
‘ ＂

Ｖ
Ｊｆ地路过两侧的店铺 。 ｗ此 ， ｍ然斯方絮 ｕｓ对老方

＂

Ｓ＾＼案进行了细微阔整 ， ＆其室 内商业街荇似缺乏趣味

／
、
性的上空 （

如老方案中的椭脚 ｔ空 ） ，
然而新方

＇

？
ｊ

－

＾
＇

｜

－ 4 Ｉ为强调线型布局的室内商业街 ， 反而有利于吸引更

＝

＾Ｌ＾ｙ多的潜在顾客 。

＾

 3 ． 2 视觉图示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 ， 对两个方案的空间视觉关系进
1 0一

步研究
，
即分析平面中每个 ｌｍｘ ｌｍ 方块点的等

视域 （ Ｉｓｏｖ ｉｓ ｔ ） 的相互关系 ，
即每个方块点与其他

所有方块点的视觉深度 ， 从而评估各个场所的吋视

－ 4 ．ｖ＾
－－ｖｊ一

．
ｖ性

。 平均 而汽 ， 新方 絮的视觉格合度捉 “了 2 4 ％ ，

ｗｔ＼／ Ｊ
＾＾这说明 了 其各个空ｍ场所 更矜 ＆；被顾客翻 。

－

般
）Ｊ＞ｔ赫 ， 鹏碰眺柄＿羅 ， ■ ！

：練力成为

＼热ｍ的场所 ． 越仆俯 3加舰 念价

＼ｙ ｊ
＾ｙ^ ＫＸ

／ｓ
Ｊ＼ｘ一对比图 1 1 中左々两 侧的 视觉整合度 图示 ， 它

‘

ｖＡｌＡ＜ 1＾
＇

ｉｍ ｉ

ｉ ｉ

ｎｍ娜彡職。 从舰整細丫扮布来 ／ ］

＿

，

＞ｖ
；

ｒ
＇

＼＼＾ｎ＼ 7老方案中般吸引顾客 目 光的场所位于椭ｍ上空的北

Ｖ端 （ 红色部分 ） ， 不过 该场所与西北主入口大堂 （
含

＾ 7
ｐ
Ｋ 3 ｒａｉ ｉ．

？

［

—



ｊ

ＵＬ ｊＨ／Ｖ職 ｔＢ人 口） 的觀絲棚 ； 耐肪
‘

钟在室 内

／Ｘ－ＪｙＷ’商业街中段 ’ 贼倒
＂

Ｔ
＂

字咽的视觉
；

ｕ
：

；点 区 ’＃

＞
，

／ ／＞强化了 与丙北主入大堂的视觉 ｘ
；系 ， 这使得从地铁

中出来的顾客更容易发现倒
“

丁
”

字型的视觉仿点

＝ＭＪ因此
，
从空 间可视性的 角 度而 言 ，

新方案通

＝

低过微阔室内中轴商业街的空问形态 ，
改善了 中轴商

业街与西北主入口大堂以及 周边店铺之间的空问关

ｎ系
， 使得各个店铺更容易被顾客看到 。

一

般而言 ，

这样的空间微调往往依赖于扭筑师的经验 ，
难以精

（ Ｖ ｉ
ｓ

ｉｂ ｌ
ｅＧ ｒａｐｈ  ）

，
以及智能体 （

Ａｇｎｎ ｔ
） 3 种分析沿室内 商业街的店铺的可达性就得以强化 。确言表 ，

也难以让非专业人士 丨 服 ； 而通过空间句

方法对两个方案进行比较 、具体的数值也印证了上述分析 （ 表 1 ）
。 对于整法的定Ｕ分析 ， 这种微调的效果 ， 则可以更为明确

3 ． 1 线段分析个平面而言
，
新方案的到达人流潜力仅增加 0 ． 5 5 ％

，地被揭示出来 ， 便于促进建筑师与业主的沟通 。

首先 ， 比较两 个方案的整合度分 布模式 （ 图这说明新旧方案整体上对达到人流Ｗ的影响几乎相 3 ． 3 智能体分析

1 0  ）
和均值 （ 表 1） ， 用于判断到达人流的潜力 。 老同

；
然而 ， 新方案的室内商业街的到达人流潜力增最后 ， 将 1 0 0 0 个智能体分别放入到两个方案

方案中 ， 最具备到达性潜力的空间 （ 阁中红色部分 ）
加了2 ． 6 6 ％ ， 而穿越上空的桥的潜力降低了 6 ． 8 2 ％之中 ， 让他们在其中反复走动 ，

从而模拟出室内的

位于西北主入口大堂和椭圆上空之间的部分 ； 此外 ，
（
表 1 ）

， 这证实了新方案试阁增强筌内商业街中
“

西人流模式 （
图 1 3  ）

。 整体而言 ， 相对于老方案 ， 新

东南 角的主力店也具有较高的到达性潜力 。 而新方北 － 东南
”

纵向的可达性 ， 而非商业街
“

左右
”

两方案中显大的顾客流 ｈｉ增加 了 1 5 ． 9 6 ％
， 为 〗 6

，
册 5

案中 ， 最具有到达性潜力的空间则位于室内商业街？＿向的 ｎ
］

？

达性 ， 即室内 商业街中局部场所 （ 如穿 个顾客
。
这说明了新方案的空闾布局能吸引 更多的

的中段
； 西北主入 口 大堂的到达性潜力降低 ； 东南越上空的桥 ） 不再作为 目的地场所 。顾客 ． ，

主力店的到达件潜力急剧降低 。 这说明新方案的空其次 ， 比较两个方案的穿行度分布模式 （ 图从虚拟人流的分布来看 ，
老方案中红色的聚集

间布局更强调室 内商业街的可达性 ， 而非主次入 口 1 1 ＞ 和均値 （ 表 2 ） ， 用于判断路过人流的潜力 。 在区在丙北主入口大堂 ， 其他 3 个主力店成次主力店

处 。 由于店铺主要分布在室内商业街的两侧 ． 那么老方案中 ，
路过性浥力记大的空间 （ 阁中红色部分 ） 也聚集了较多的智能体 （ 黄橙色＞

；
而新方案中红色

表 1 幣合度分析 （ 讨应于到达人流潜力 ）表 2 穿行度分析 （ 对应于路过人流潜力 ）

老方案 新方案 增加值 （
％

）老方案 新方案 增加值 （
％

）

首层平面的到达人流Ｕ潜力均值 1 ． 2 3 ｂ 1 ． 2 4 2 0 ． ＆ 5首层平面的路过人流ｆａｉ潜力均值 0 ． 7 6 5 0 ． 7 9 4 3 ． 7 9

室内 商业街的到达人流議潜力均值 1 ． 5 0 4 1 ．＆ 4 4 2 ． 6 6室内商业街的路过人流量潜力均值 1 ． 3 1 （ 5 1 ． 4 2 6 8 ． 3 4

穿越上空的桥的到达人流爐潜力均值 1 ． 4 2 6 1 ． 3 2 9－ 6 ． 8 2穿越上空的桥的路过人流量潜力均值 1 ． 1 1 91
． 1 7 6 5 ． 1 3

Ｄｅｓ ｉ
ｔ ｉｎＷＡ 2 0 1 5 ／ 0 4 1

2 1



的聚集区除了出现在西北主入 口大堂之外 ， 还位于＿


中部和細 角脏力店 。 虽然新方案中较小店蘭■“

＿Ｈ
是深蓝色 ， 其外侧的走臓具备较多的難体 ， 强Ｐ■■Ｔ

＾

Ｐ
化了线形商业細紅

、上述分析 ’ 可以看到智能体所代表的虚拟－■ｌｌｆｅｉ＾ 1
人流在新捕飾鞭力购 ， 频絲地棚了Ｂｉ

“

ＳＬ．＾Ｈ
主力店 。 这翻了新方案的空间布局更为优化 ， 有

＾－ＳＨｓｈｈ
ｉ

助创造ｍ細麵膽。

通过杭州郝ｒ細麵雑 ，

段模型 、 视觉图示 、 以及智能体的句法分析方法
， ｜｜＾

Ｋ
揭示了細的空 间可达性 、

路过性 、
视觉整合性 、ｌ ｉ^ ＨＩ

以及虚拟人流动线等方面 ， 可用于比较和评估不同
1 2

的商业建筑方案的商业价值潜力 ’ 而且表明了细微

的空间布局调整有可能会带来明显不同的商业行为ｍ
⑶ ｙ＞ａＴｐ｜ＬＩ

模式 ， 这餓ｒ棚过難赃间分析
，

Ｔｒｍｍ ｊ^

清睡展础来
， 除了觸建■祥富的实践经验 。

该案馳删了
， 在商业建筑之中 ，

空无的
“

空

间
”

本身具备 自身的组织构成逻辑 ， 商业社会行为，＂
Ｉｂｌ

与空间构成模式相辅相成 ，

－

体化地蕴含在空间形ＷＬ
态之中 。 每个空间场所与其他之酬复杂关联 ， 决

定着各个挪漏啦瓶位
，
影响着不醜纖

组织和功能
，
以及不同规模的人气聚集 ’

最终带来＾ 高

了规模不等随驗值。 醜 ， 挪句謹册析＼＿国
空间形态本身的细微变化 ，撤了－种分析空无

‘ ‘

空国ｊ

ＫＭＡ
间

”

及其功能瞧径 ， 充分挖掘空间的商业潜力 ，
＝ｆＲｉ］

精细优化商业空间的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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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无之以为用 。 口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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