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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free spac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sports planning. It expounds

the existing exercises in urban free space and tells the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differ-

ent groups of people. It reveals the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space in the cities and town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free space. It giv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sports open

space in the cities of Germany and stresses the sport activity requirements of the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urban free space development on those groups.

free space; social group; sports participation; sports requirement

一直以来袁儿童的游戏都是开放空间的规划和利用的

主题之一袁但体育运动呢钥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袁只有那些

由正式的体育组织发起的活动才被认为是真正的体育运

动遥 体育运动要在适当的体育场地中进行袁在城市空间中

则比较少见袁而且这些体育运动主要被体育俱乐部和商业

组织所统治遥 但现在袁这一概念已经被颠覆了渊cf. Klaus袁
2012冤遥实际上袁当前大部分人都在公共空间中进行体育运

动遥 散步尧骑车尧轮滑尧滑板尧健走尧攀岩尧球类运动尧跑酷和

许多其他非正式的运动活动以及那些涉及到身体活动的

项目都被视为体育运动遥因此袁体育尧游戏和身体锻炼应在

开放空间尧 生活环境和城镇规划等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袁
以长远的态度来看待渊Wopp袁2012曰 K覿hler袁2014b冤遥

当然袁开放的空间并不一定就是自由渊free冤揖注 1铱的空

间遥一般来说袁空间即指封闭区域的外围袁可以用于一般的

公共用途遥 但是袁在空间的使用上袁如若允许没有管制尧自
我主张的使用袁开放的空间就不是自由的遥举例来说袁一个

运动场的设备尧建造和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儿童进行活

动的类型遥 正式的使用规则往往限制了使用的对象袁也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种类的游戏和运动是被允许或被

禁止的遥正式的章程尧使用指南尧非正式规则以及所有者的

权力等因素也能够决定在公共公园和废弃的土地上可以

进行哪些活动袁 这并不违反公安部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遥
因此袁尽管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空间袁我们仍然希

望保留野自由空间冶这一术语遥 因为野自由冶一词所阐述的

思想袁尤其是关于人类的流动性的断言袁是不容忽视的遥
本文首先展示在城市环境下人类所必须的身体活动袁然后

阐述在目前的流动环境下人类如何进行此类活动袁最后讨

论我们在城市自由空间未来发展上的期许遥期间还会结合

我们所制定的大量的体育发展规划的成果进行讨论

渊K覿hler袁2012袁 2014b冤遥

儿童应该健康地成长袁他们需要合适的环境促进其发

展遥 身体活动和游戏是他们获得锻炼的重要方法袁这些锻

为运动尧游戏和锻炼而设的城市自由空间

44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5年 第 36卷 第 2期

炼可以使他们获得重要的经验袁从而变得能干尧自信尧有安

全感渊Becker,2006冤遥 滑动尧左右摇晃尧荡秋千尧平衡性运

动尧攀爬尧捉迷藏尧探险尧在建筑物中冒险袁或者玩水尧玩
土尧玩沙子和泥巴等等袁待在户外同大自然接触袁会逐渐了

解一些简单的运动形式袁 这对儿童来说是最流行的活动遥
这些运动有都需要保护措施尧刺激尧多功能尧形式自由以及

需要开放空间等特征遥 但是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

上袁城镇中都缺少这样的自由空间遥 即便市政部门在为儿

童的玩耍环境的提供上做了一定的努力袁也确实做出了一

些成效袁可是大多数游乐场地也只有标准化尧却毫无想象

力的设备袁只能提供形式有限的活动袁没有任何想像的空

间遥 例如袁单向的摇摆木马袁可能在短时间内还算有趣袁但
很快就会失去吸引力遥而且几乎没有可供玩耍和划船用的

水袁游戏设备破损袁游乐区域既缺乏保护也不鼓励监护人

长时间停留遥儿童和家长都抱怨游乐场地和球类场地糟糕

的卫生状态袁以及不安全乃至恐惧的心理感受遥 如果人行

道足够安全袁那也可以作为儿童嬉戏的空间遥 然而这种情

况并不多见袁由于机动车的迅速发展袁城镇儿童的游戏空

间被大大局限了遥

青少年需要有专属于自己的活动环境遥来自不同环境

和文化背景的男女生和年轻人有着不同的行为类型

渊Becker, 2006冤遥 他们在公共空间里进行自己的运动袁随
便尧自由尧运动规则自成一派袁也无需监管遥 通常是存在于

各自文化背景下的另类的聚集地中遥轮滑尧自行车越野尧花
样滑冰尧街球尧跑酷尧骑行等都是他们自我表达的方式遥 对

他们来说袁跑酷是从 A 点到 B 点最有效的方法袁对轮滑者

来说袁墙体和栏杆等障碍物是一种挑战袁等待被他们战胜

与掌控遥 整个城镇都成为他们的游戏场遥 尽管车道不是为

身体活动而规划的袁 在青少年眼中却是潜在的溜冰场地

渊如人行道尧广场尧街道都可以用来骑行或轮滑冤遥 由于这

些场地并非为这种活动设计袁因此其表面质量不一定能满

足活动的要求遥 为了能够进行这些活动袁他们利用小型运

动馆和多功能混凝土覆盖区域练习袁比如像轮滑和特技越

野这样的活动袁可以不经过允许将工业废弃地开发为临时

运动场地袁这种行为是自发组织的袁也是被允许的渊Bauer-

meister & Dobberstein袁2013曰B?nsch袁2014曰Misselwitz et

al.袁2007冤遥所有这些例子表达了一种赢得胜利和获得自主

权的元素渊Rauterberg袁2013冤以及他们独有的文化遥 这一活

动加上这些元素就是对个人以及其所征服的自由空间的

责任心的体验遥

超过 80%的城市总人口袁偶尔或经常地袁会去骑自行

车尧慢跑尧远足尧散步尧踢足球比赛或者简单的踢着玩遥 有

的人选择开放空间袁比如公园尧绿地尧休闲场地尧河岸曰有
的人选择公共空间如车道尧广场尧小路曰还有些人选择专门

的运动场地袁如保龄球场等遥 对于像轮滑这样的现代运动

而言袁成年人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袁你可以一直滑到老遥在
大城市袁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体育器械作为上下班的

交通工具袁如滑板车尧轮滑尧长板尧竞赛自行车遥 在不同的

城镇尧城区尧环境尧文化和年龄的族群中袁从事体育运动的

人数和运动种类是不同的遥 对成年人来说袁运动和体力活

动是自己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遥如今的青年人

和中年人则更喜欢耐力训练尧健身尧户外运动以及足球遥60
岁以上的人则选择不那么激烈的运动袁如骑车尧散步和体

操遥 而游泳颇受各年龄层人群的欢迎遥 成年人可以自行决

定何时尧与谁尧用什么方式以及在哪里进行锻炼遥对他们而

言袁 决定性因素在于运动地点是公共空间还是自由空间袁
尤其是在距他们较近的地方袁 就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院渊1冤
便利性渊距离尧设施维护尧灯光尧安全尧交通尧障碍物尧利益

冲突冤曰渊2冤适宜运动渊地表状况尧长度尧障碍物尧多种目的尧
开放性尧有专人管理尧不被干扰冤曰渊3冤任何时候都可以使

用袁不受天气条件限制遥
在公园尧绿地以及绿化隔离带的游憩区渊例如河岸冤袁

主要是一些个人的尧没有专人组织管理的体育运动袁还有

一些新兴的尧越来越受欢迎的运动形式渊如走绳冤袁这其中

包含着独特的放松尧娱乐和社交的文化特性遥 以耐力为主

的活动形式渊如跑步尧骑行尧健走冤袁大部分基本在相同的

场地上进行渊如自行车道尧街道尧人行道冤遥 但成年人也会

对自由和公共空间中被忽略的环境状况不甚满意遥

对那些年长的人来说袁运动和体力活动有一种完全不

同的意义遥力量尧耐力和灵活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流失遥
可活动项目变得越来越少袁同时会导致他们逐渐淡出公共

空间袁进而远离社交生活袁变得越来越孤独遥保持自己的可

活动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可以继续独立自主地参与生活尧
维持友情尧购物尧与孙子去游乐场或者参加体操团体等其

他活动遥 他们已不再对运动感兴趣袁但保持活动性对他们

却至关重要遥 因此袁以下这些情况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大的

障碍院照明条件差尧 绿灯时间太短尧长椅和厕所太少尧附近

没有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尧 仅有的可休息的地方不安全尧
绿色空间缺乏维护尧路缘石太高以至于助步器无法抬起通

过等等遥 如果周围的障碍少些袁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与

人交往袁每天的生活也会更轻松遥 欧洲的很多城镇已经建

立起了适合老年人的特别公园渊Generation Park冤袁但是仅

凭现有研究袁 这些公共建设的效果尚待检验渊Diketm俟ller
et al.袁2012冤遥

体育活动的需求和实行渊如上文所述冤与当前和未来

的城镇与都市自由空间的发展之间有着关联遥 事实上袁人
们对于适于运动尧游戏和锻炼的自由空间的需求袁与不受

人类掌控的社会发展因素尧经济力量尧利益冲突以及共同

的社会目标与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遥

由于人口密度低尧绿化区域多样袁农村地区并不缺少

可以用于体育活动的自由空间渊如草甸尧小径尧森林尧球类

娱乐区尧娱乐场冤遥 然而袁在城镇和城镇化住房发展的过程

中 袁 人们正在经历着生活空间的高密度增长 渊BBSR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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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冤遥城镇已经变成了极富吸引力的中心袁其空间的扩张

也伴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入和居民对生活空间需求的不断

增长遥 建筑用地密度的增长与土地价格的上调成正比遥 正

因如此袁当前和潜在自由空间的经济收益性压力也在增加

渊cf. Hofman & Gruehn袁2010冤遥 当前阶段较低的利率导致

住宅建筑的不断增多遥但住宅楼的增多意味着需要抢占那

些本应作为自由空间的土地遥 不仅如此袁交通需求增加导

致个人机动车的增加袁进而对自由空间的数量和质量都产

生了影响遥 因此袁城镇中心内适于体育活动的自由空间大

多位于交通不便尧安全性低而且缺少吸引力的位置遥 在高

密度低租金的住宅区内袁自由空间更加稀有袁其区域大小

只能达到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和最低配置遥

为运动尧 游戏和体育锻炼而设置的自由空间显然是

一件奢侈品袁当前城镇很难负担袁因为除了部分公园有入

场费用之外袁 大部分的自由空间都无法直接获得经济效

益遥 这种非物质非直接的影响难以量化袁而且自由空间的

体育活动并不能反映政府在社会尧 青年或健康预算上的

缩减遥 实际上袁自由空间的设立意味着在公共管理和投资

预算中需要较大比例的投入要要要尽管有时事实并非如

此遥 自由空间的维护和更新所需要的巨大成本通常导致

社区被迫节约开支而严重忽略了自由空间的维护袁 进而

使这些空间杂草丛生遥 因为市政部门不能做到对公共财

产给予与财政支出相当的关心和尊重袁 导致他们也很难

得到公众的支持遥 面对有关公共空间的决策时袁市政部门

通常会倾向于维持现有财政支出袁 不会考虑人口增长带

来的需求变化袁而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情况袁这种做法

乍一看也无可厚非遥 但是袁这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院开
放空间对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巨大的间接贡献遥
活跃的户外运动者在运动和锻炼等相关项目上花费的资

金总计 710 亿欧元袁 约为运动类总花费的 70%渊Preu茁袁
Alfs & Ahlert袁2012冤遥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自由空间实际上

是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空间遥

不同城镇之间充满了对顾客尧 生意和技术人员的竞

争袁也会用富有吸引力的自由空间和绿色空间为自己做广

告遥 因此袁新的居民会希望这里有适宜自己和孩子们进行

休闲活动的区域遥一些有组织的户外运动也会侵占公共空

间遥 与此同时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拥护者们主张在城镇中

心增加绿色空间袁以提高城镇空气质量袁降低污染遥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些人所做的努力袁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

抗议城镇快速的经济化发展袁坚持公共空间应当作为公共

利益受到保护与重新设计袁 从而维护了公共空间 (Fergu-

son, 2014)遥 因此袁很多住宅附近的闲置空间得到了清理袁
并且创造了一些绿色区域袁 新建的高质量的住宅区的周

边袁也有很好的设计可以用于体育活动遥但是袁城镇自由空

间发展的战略方向要只从宏观与政治角度考虑袁以体育运

动为导向的自由空间依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cf. Adam袁
Biecker & Sondermann, 2014曰Scholz袁 2014)遥

鉴于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模式袁由市政当局规划

的 城市 自由 空 间 很 难 满 足 广 大 市 民 的 需 求 渊K覿hler袁
2014a冤遥 除了可能的公共利益袁市政部门必须在一开始就

考虑很多问题袁诸如项目的资金来源尧安全问题尧财政问

题尧后续的花费尧设施的控制尧政治接受度尧媒体的积极响

应以及公共冲突的避免等遥尽管地方上的规划项目有民间

代表的参与袁但他们的意见也在随后的规划过程中被逐渐

忽略遥 能被广泛接纳的意见都是符合政府机关尧相关组织

和官方的城镇规划者的经济尧政治和个人利益的遥 例如责

任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袁建筑师尧自由空间和景观规

划师都负有责任袁他们会严格依据德国标准尧德国技术监

督协会和 GUV 规范渊德国安全和设计规范冤袁为体育活动

设计合格且标准的空间袁而不会设计开放的尧非标准的空

间袁这样就可以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中将自身的责任降

到最低遥 同样的袁游戏设备制造商也热衷于销售他们工业

化生产的尧符合标准的产品袁这是可以理解的遥这种行为会

导致游乐场地的器械在整个德国几乎都是一样的遥由此可

以推测袁关于体育活动区域和设备应该怎样设计才能给活

动者带来积极的活动体验袁几乎没有可靠的科学数据渊cf.
Aufmkolk袁2013冤遥同时袁人们越来越关注那些标准化的尧不
断减少的体育活动空间袁它们采用自发的尧自下而上的规

划方式渊Rauterberg, 2013冤袁包括为了群体的运动目的临时

占用公共空间尧使用废弃用地渊见上文冤以及以自由空间的

名义举办活动袁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渊曼海姆园艺展冤遥

随着全日制学校的不断普及以及幼儿园的扩张揖注 2铱袁
对学校周边的娱乐与活动场地的需求不断增加袁因为学校

下午 4尧5 点才会放学遥鉴于当前在幼儿园和学校附近缺少

足够的娱乐和活动空间袁市政当局作为教育问题的责任机

关 袁 需要对学校校园进行升 级和 设 施更 新 渊Derecik,

2012冤袁对幼儿园的游乐场地进行多样化设计遥有能力并且

条件便利的家长将会一如既往地为他们的孩子选择能够

提供活动空间的公立尧教会或商业幼儿园遥 经济条件不佳

和移民家庭的孩子或无法承担高额学费或不愿意这样做遥
但对他们来说袁在其居住区由于会受到歧视袁很难找到合

适且安全的娱乐活动场地遥 从儿童早期开始袁在有轮子的

移动工具上移动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运动形式院 包括童

车尧转轮尧自行车尧溜冰板遥 保护车流中儿童的安全会变得

越来越重要遥 将来袁具有特定标识尧装备精良尧维护良好尧
特别是有中央安全监控的城镇游乐场所会变得非常重要袁
它可以弥补其他游乐场地和绿色空间的缺失遥

随着空间密度的增长袁为青少年提供活动的空间越来

越少遥 但是在将来袁新型运动器械也会让公共空间的自主

使用变成可能遥 从规划的角度来说袁在将来袁市民广场尧自
行车路尧街道尧河岸尧绿色空间尧停车场渊如在体育馆和中

为运动尧游戏和锻炼而设的城市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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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市场冤和城市自由空间必须考虑到其作为活动空间独立

使用的可能性遥 如果照明良好且地表情况适合运动袁城市

绿地中的小路也可以作为年轻人和成年人的跑步道遥正如

丹麦哥本哈根的大量案例所展示的那样袁潜在的使用冲突

可以通过空间共享的新形式来避免袁即野共享空间冶遥 在发

展计划上袁已经被设计为运动空间或自由空间的城市中心

和城郊的一些区域袁如果可行袁应当有安全保障袁并且将其

建成有人监管尧小型的尧多功能的适于运动与活动的公园

渊如对一些潮流的运动开放冤袁并且成为年轻人和成年人聚

会地点遥 不过袁将来恐怕只有那些废弃的空地可以成为年

轻人野真正自由冶地进行体育活动的空间遥

仅有少量的大型自由空间和绿色区域将会继续留在

城镇的中心区域遥 但是袁市政机构会多样化地利用城市内

的小径和街道袁因此将会更多地考虑人口的流动遥 绿色休

闲区域将会变得更为重要遥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会去商业化

的健身房尧盈利性的大型体育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袁或通

过家庭教练尧或通过体育比赛进行锻炼遥但是袁那些有能力

支付健身费用也愿意参与的人与那些无法支付的人袁他们

的社会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遥 可以期待的是袁政府对高龄

人群会更加友善遥 在助动自行车尧助动轮椅和助步器等创

新科技的推动下袁老年人的行动会更加便利遥但是袁更加年

迈的人可能还是会留在家中受人照顾遥

人口向大城市中心聚集的趋势将会增长遥
城市密度的增加将以自由空间的损失为代价袁但是整

个城市将会成为运动尧体育和游戏的自由空间遥
全球化将会模糊体育尧游戏和运动之间的界限袁地方

特色逐步退化遥
这些发展的负面作用将更多地影响到穷人尧老人和儿

童身上遥

揖注 1铱Free 一词在西方语境中具野有自由冶尧野免费的冶尧野空闲的冶
等多重意涵遥作者在这里也是强调了 free 一词的哲学意义袁
但是考虑到上下文的语境袁译文中将 free space 译为野自由

空间冶遥
揖注 2铱传统上袁德国家庭中会有至少一位家长全职照顾孩子的成

长生活袁所以德国的幼儿园入学率并不是很普及袁而且很

多低年级的小学生也只有半天的上学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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