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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年前的“种子”在儿童乐园里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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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想象过，虽身处高楼林立的城市，却能找

到一片公共儿童空间，在这里不仅能肆意奔跑，还能

穿梭时空回到8000年前，感受新石器早期的磁山文

化。在黄褐色的圆顶部落木屋之间奔跑，在别具磁山

文化特色的三足钵主题装置中追逐嬉戏，在粟拱主题

雕塑前拍照打卡……在“磁山部落”公共儿童空间，通

过创意设计将这一切成为现实。

特有文脉符号成为设计语言

“磁山部落”位于邯郸万象汇商业购物中心前的

坡地景观绿带，场地整体风格遵循8000年前磁山文

化原始民居部落的纯朴特色。“磁山部落”设计方是成

立于上海的喜随设计，谈及小红书设计大赛参赛项目

“磁山部落”，90后创始人胡一昊说：“我们希望先给

孩子带来快乐的公共空间，家长也快乐地参与，甚至

和孩子一起体验。我们通过设计激发孩子无限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让中华悠久文明在潜移默化间根植于

孩子的心中。”

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亲自前往当地博物馆，虽然

前期胡一昊和团队围绕磁山文化做了大量准备，但他

们却不希望通过设计向孩子进行灌输，而是通过设计

让文化浸润在公共儿童空间。在奔跑三足钵主题装

置汇集多人旋转奔跑、挑战重力离心力等趣味亲子运

动功能，而该设计装置的灵感来源正是代表磁山文化

遗址出土的陶器三足钵；在部落木屋感受秋千、爬网、

吊绳的乐趣，而建筑设计采用了磁山遗址居民建筑特

有的圆顶木结构形式。

“磁山部落”场地上最大的综合活动装置不仅汇

集了滑梯、爬网、钻筒、登高眺望等极具人气的亲子活

动功能，而且主体形象源自一组气定神闲、正在孵蛋

的抽象母鸡造型。胡一昊告诉记者，这既有“孕育”的

动作隐喻，象征磁山文脉下邯郸历史文化名城的数千

年生生不息，“吉（鸡）”祥永康，又回应了磁山作为成

功驯化家鸡并养殖的全球最早发现地，其独有的历史

地位。

在设计之余，儿童场地还设置说明牌，展示关于

磁山文化历史背景的文字和画面。胡一昊希望孩子

在玩累的时候，或者家长在等待孩子的时候，将视线

自然而然地落在说明牌上，利用休息时间阅读这些内

容，既满足好奇心，又进行深入了解和探索。此外，家

长对于孩子知识的输出，需要一个因时因地的契机。

在儿童场地，家长也可以陪伴孩子，讲解磁山文化和

人类起源的知识。

以儿童的视角设计公共空间

在旧时光的记忆中，弄堂里粉笔画的跳房子和小

区里的栅栏都能成为难忘的记忆。而如今，随着儿童

友好型城市的打造，以儿童视角设计的公共空间又有

哪些意义？当记者抛出疑问时，胡一昊笑着说道：“这

恰恰展现出孩子对于户外玩耍场地的渴望。虽然简

单的场地看似已经能满足孩子很多的玩耍需求，但是

在此基础上，设计师还会考虑孩子对于户外空间的整

体需求，其中包括综合体能、听觉、观察、认知、创意以

及家长的陪伴。”

打造一个让孩子真正喜爱的儿童公共空间，满足

儿童需求和渴望，激发儿童乐此不疲的探索欲。“当我

们为孩子以专业角度打造一个公共场地时，在设计提

供充满快乐的装置外，我们会更加科学地引导，提供

一些空间，让孩子能全方位地发展体能、智能，释放天

性，在互动玩耍空间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

以及团队合作等。”胡一昊介绍，在“磁山部落”儿童公

共空间，通过攀爬和爬坡等游戏互动环节，孩子在玩

耍的同时锻炼到上肢和下肢的力量以及平衡性，并且

认知到重力等物理规律，这些都是通过设计不同功能

的游乐设施进行分配权衡。此外，对于生活在城市的

孩子而言，接触自然的场景非常重要，因此在场地中

采用了很多自然材料，比如木材、石头和绿植等，让孩

子能够在儿童公共空间触摸到自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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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说

谈及儿童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意义，胡一昊认

为，这不仅关于孩子，也和成年人息息相关。设计往

往都是回应当代人的需求。儿童场地不仅提供孩子

走出家门，放下电子设备的户外空间，也是人们衡量

一座城市宜居程度的尺度。人作为群居动物，当年轻

人看到身边的朋友在儿童空间幸福地带娃，在朋友圈

晒娃，这样的快乐和幸福也能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也

能为这座城市注入活力和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