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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罗马浴场谈国内洗浴中心
From Public Bathing Place of Ancient Rome to Modern Bathing Center in China

撰文   孙勇   邬艳婷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摘  要

关键词

通过论述古罗马公共浴场和现代中国的洗浴中心在建筑功能布局上的相似性，分析古罗马公共浴场的

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探讨中国当代洗浴中心的建筑设计。

古罗马公共浴场  洗浴中心  建筑布局 

图1  古罗马公共浴场洗浴流程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人民对洗浴都十分重视，并且

有着各自独特的洗浴场所和社会价值。尤其在古罗马，公

共浴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优于一切的地位，其功能

的齐全，建筑的奢华等都体现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

义。当今国内各式各样的洗浴中心正在朝着多元化、商品

化的方向发展，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服务场

所成为洗浴中心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

本文通过论述古罗马公共浴场和现代中国的洗浴中心

在建筑功能布局上的相似性，分析古罗马公共浴场的文化

背景和社会价值，探讨现代洗浴中心的社会效应。

1   古罗马公共浴场和国内洗浴中心的建筑布局

1.1  古罗马公共浴场的建筑布局

古罗马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最喜欢洗浴的一个民族了，

并且建造了很多的公共浴场。从数量和规模上都不难推断

出公共浴场是古罗马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数量上，公元

2-3世纪，罗马城里有11个能容纳千人以上的大型浴场，

800个小型公共浴场；公元4世纪初，罗马城内有大小型公

共浴场1 000座。规模上，古罗马公共浴场是集洗浴场所、

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厅、演讲厅、交易室、商店等为一

体的多用途的建筑群。公元前21年，阿格里巴浴场——

最早的大型公共浴场建成，随后的卡拉卡拉浴场（公元

211—217年）和戴克利提乌姆浴场（公元305—306年）

可谓古罗马公共浴场里的代表作。

结合古罗马人的洗浴方式（图1）和卡拉卡拉浴场的

总平面图（图2）就可以解析古罗马的公共浴场建筑。通

常古罗马人会先到更衣室更换衣服，接着到体育场进行运

动，比如摔跤、打拳、各种球类等。经过充分运动之后，

宾客进入温水浴室（微温浴室），然后进入热水浴室洗个

热水澡。如果希望多出点汗，可以到出汗室（可以理解为

现代的桑拿），再回到温水浴室，用肥皂将自己冲洗干

净。之后，宾客进入冷水浴室洗个冷水澡，也可以在游泳

池里尽情玩闹，最后在干燥室将水分烘干，穿上衣服，整

个洗浴过程才基本结束。贵族和富商在此还可享受奴隶的

服侍，比如按摩、刮垢、搓背等。如果有兴趣，洗浴者可

以到浴场内的餐厅用餐，或者到演讲厅高谈阔论一番，还

可到图书馆接受知识的洗礼。

建筑的使用功能和建筑布局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以

上过程可以推断出古罗马公共浴场是庞大的建筑群，包

含温水浴室、热水浴室、冷水浴室、出汗室、游泳池、

干燥室、更衣室、按摩室、运动场、商铺、餐厅、演讲

厅、图书馆等多种功能用房。以卡拉卡拉浴场为例，它

是一个严谨的中轴对称的空间序列。浴场周边是沿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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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演讲厅、图书馆等建筑物，后部是运动场、看台和

水库。主体建筑位于地段中央，中轴上依次是冷水浴

室、温水浴室和热水浴室，两侧对称布置有更衣室、按

摩室、出汗室和小院子等。地下室布置有辅助设备用

房。由此可见，古罗马公共浴场有着数量众多、规模庞

大、功能齐全的建筑特点。

1.2  国内洗浴中心的建筑布局

中华民族自古就特别重视洗浴，洗浴是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没有建造像古罗马那样气势恢

弘的公共浴场，但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孔子沐

浴而朝。”（《论语·宪问》），“儒有澡身而浴德。”

（《礼记·儒行》）等记载都说明了洗浴在中国古代不仅

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某些特定场合的礼仪。但由于中

国的传统观念，洗浴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中国古代起初

没有公共的洗浴场所，后期出现的“澡堂”也是很单纯的

洗浴场所。发展到现在，洗浴中心则成为集餐饮、娱乐为

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服务场所，是一种具有洗浴、休息、按

摩、健身、娱乐等多种功能的建筑空间类型。

洗浴中心的类型、功能及规模的不同，其建筑空间布

局也会不同，在此只通过宾客的洗浴流程来探讨通常情况

下洗浴中心的建筑功能。如图3所示，宾客进入洗浴中心在

享受洗浴服务的同时，还能进行就餐、健身、棋牌等一系

列的休闲娱乐活动。因此，现代化的洗浴中心必然是功能

齐全，服务多元化的建筑。这与之前谈论的古罗马公共浴

场在洗浴流程和建筑功能布局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洗浴中心的流线组织上来看，宾客通过男区、女

区、贵宾房的分区各自完成洗浴环节，包括更衣、淋浴、

冷热温水浴、桑拿、吹发等步骤。通过休息大厅的连接，

完成按摩、美容、美发、健身等休闲活动。

从洗浴中心的建筑功能布局上来看，通常洗浴中心大致

可以分为普通洗浴空间、贵宾洗浴空间、休闲空间和辅助空

间四个部分。普通洗浴空间按性别划分分别包含更衣、洗浴

（依据洗浴方式的不同又有所划分）等部分。在此部分一般

设有更衣室、普通淋浴室、桑拿浴室等空间，根据洗浴中心

的规模大小还可设置冷水浴、温水浴、热水浴、搓背室、蒸

气按摩淋浴室等空间。贵宾洗浴空间是为要求保持相对的私

密性的客人服务的，因此每个贵宾房都设有独立的洗浴设备

和休闲空间，可以独立完成洗浴的全部功能环节。休闲空间

依据规模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布局安排，主要是为洗浴后的

宾客提供一个休息、娱乐、恢复体力的场所。一般来说，休

闲空间常设有休息大厅，依据各个洗浴中心的服务特色可设

置按摩房、健身房、酒吧、氧吧、卡拉OK包房、餐厅、美

容美发厅、棋牌室等空间。辅助空间包括接待室、设备室等

空间，使洗浴中心能更好的运转、服务、经营。由此可见，

中国的洗浴中心和古罗马公共浴场一样也有着数量众多、规

模庞大、功能齐全的建筑特点。

1.3  古罗马公共浴场和国内洗浴中心建筑特点比较

如前文分析，中国的洗浴中心和古罗马公共浴场在建

筑特点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在此用表格（表1）的形式加

以总结归纳。

比较项目 古罗马公共浴场（卡拉卡拉浴场为例） 中国的洗浴中心 
建筑功能  集洗浴场所、运动场、图书馆、音乐厅、演

讲厅、交谊室、商店等为一体的多用途的建

筑群。  

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休闲服务

场所，具有洗浴、休息、按摩、健身、娱

乐等多种功能的建筑空间类型。  
布局特点  从不对称演变为严谨的中轴对称的空间序

列。 
布局自由，形式多样。  

建筑规模  庞大的建筑群。 或为单体建筑的一部分，或为单体建筑，

或为建筑群。  

建筑成就  对18世纪以后的欧洲大型公共建筑内部空

间组织有很大的影响：  
1. 结构十分出色； 
2. 建筑功能完善；  
3. 内部空间组织简洁多变，开创了内部空

间序列的艺术手法。  

 

用水储备  庞大储水能力的水库和高架输水道。  和市政配套的供水设施，如自来水管道、

地下采水井等，无庞大的水库。  

建筑数量  数量很多。  数量很多。 

建筑风格  古罗马、古希腊风格。  建筑风格多样。  

服务对象  皇帝，贵族，富商，贫民，奴隶等。  能承担费用的人。  

 
表1  古罗马公共浴场和国内洗浴中心建筑特点分析比较（资料来源：作者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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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当代洗浴中心洗浴流程（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2   古罗马公共浴场和国内洗浴中心的社会效应

古罗马浴场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下中国

洗浴中心如此盛行，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应是一个非常值

得关注的问题。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当代的洗浴中心

和古罗马的公共浴场在建筑布局和功能组成上有很多相似

之处，它们都超出了传统洗浴的范围，而变成了功能多元

化的建筑集合。因此，通过分析古罗马公共浴场的社会影

响，对于揭露和解决中国洗浴中心的社会问题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1  古罗马公共浴场的社会影响

古罗马公共浴场有着突出的建筑成就，诸如出色的拱

券技术和穹顶结构，杰出的供暖设施，完善的功能体系以

及简洁多变的内部空间组织。同时，古罗马浴场有着重要

的社会、文化价值。

（1）积极的社会影响：古罗马公共浴场作为古罗马

人的洗浴和社交场所，有着其积极的社会意义。首先，古

罗马洗浴事业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古罗马的稳

定繁荣和古罗马人的文明程度。古罗马公共浴场的蓬勃发

展，必定要以安定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为依托。

同时，古罗马人对洗浴的重视说明古罗马人非常注意身体

的卫生，浴场中设置运动场说明古罗马人积极参加体育运

动以此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洗浴业的发展提高了古罗马

人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

其次，很多公共浴场都是由皇帝、贵族投资建造和运

营，成为统治者拉拢平民的手段之一。在古罗马，在公共浴

场洗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妇女和奴隶也能享受，有些浴

场甚至是免费开放的。公共浴场的建设一方面成为了皇帝和

贵族笼络人心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绩的一个重要体现，

以此让人民歌功颂德。再次，公共浴场建筑群体的功能多

样，使其成为了人们开展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活动的重要

场所。古罗马公共浴场的建筑布局，充分说明它不仅仅是一

个洗浴场所，演讲厅、图书馆、沿街商铺等的设置让其成为

了人们高谈阔论、增长知识的社会活动场所。

（2）消极的社会影响：古罗马公共浴场后期的不良

发展，为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首先，男女混浴让

嫖妓现象猖獗。共和时代，只允许男性进入公共浴场。帝

国时代，开始准许女性进入公共浴场，但男、女必须隔离

开来。尼禄时代，允许男女混合入浴。此时，许多妓女混

入公共浴场，整天流连于此从事不道德的勾当，把浴场弄

得乌烟瘴气。其次，古罗马公共浴场助长了社会上的懒惰

和奢侈的风气，人们丢掉了早期古罗马人勤劳简朴的优良

传统。懒惰和奢侈风气的形成，和古罗马浴场功能的多元

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2  中国洗浴中心的社会影响及应对措施

中国的洗浴中心和古罗马公共浴场在建筑空间布局上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在社会影响上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其中，积极的方面，它丰富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体现了中

国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洗浴中心的功能

丰富化，让人们又多了一个社交聚会的场所。但现代洗

浴中心同样也存在消极方面的影响，比如水问题，“黄、

图2  卡拉卡拉浴场总平面图（资料来源：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19世纪
末叶以前），第三版，Page82，图5-16（a）.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文字由作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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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图1：作者绘制

图2：陈志华. 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第三版，P82，图5-16（a）.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文字由作者注释. 

图3：资料来源：刘大平，杨积洪. 洗浴中心建筑空间设计[J]. 建筑学报，1996，(03). 

赌、毒”问题，传统文化的遗失问题等，并且，洗浴中心

高昂的消费，也说明了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对此，

我们在发扬洗浴中心积极的方面的同时，应该前瞻性或者

补漏性地遏制其不良的方面蔓延、发展。作者就此提出了

相应的应对措施：

（1）对于水资源浪费的现象，运用合理的方法应该

是可以解决的。顾客去洗浴中心就是洗澡或者说是玩水

的，这样必然会用水，因此，洗浴中心要生存和发展，从

顾客这方面节水是不大现实的。那么就应该从设备的先进

性上和经营的管理角度尽量节水。加大洗浴设备节水技术

的开发力度和探寻更加利于节水的管理措施，成为解决水

资源浪费现象的关键环节。

对于偷水窃水现象，相关行政部门应该加大对洗浴中

心的检查和监控力度，可以从预算用水量和实际用水量的

比较等方面进行检查监控，同时从严制裁偷水经营者，以

此达到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杜绝偷水窃水的现象。

（2）在很多洗浴中心里暗藏 “黄、赌、毒”等社会

不良现象，现代洗浴中心建筑功能、服务设施的多元化，

为其提供了便利。因此，作者认为应该从社会整体和洗浴

中心两个方面进行治理。在社会整体方面，加大对“黄、

赌、毒”的制裁和监控力度。在洗浴中心方面，规范其运

营范围，实行不定时检查，同时加强对洗浴中心阴角空间

的管理，将“温床”弱化。

（3）传统文化的遗失。洗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一

种礼仪道德的象征，如今豪华的洗浴中心虽然服务周到，

设备齐全，但鲜有文化内涵。作者认为可以从洗浴中心的

经营方式和空间氛围的营造两方面着手，提取传统洗浴文

化的精髓，从洗浴方式和空间设计上重拾传统洗浴文化。

结语

本文对现代国内洗浴中心的建筑功能和社会影响进行

了简要的分析阐述，并将其同古罗马公共浴场进行类比，

认识到洗浴中心存在的各种问题，对今后洗浴中心的建筑

设计以及改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运用建筑空间语言和社

会手段解决和避免已经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问题，是对当

今建筑师以及社会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在经济高速发展

的今天，建筑师以及社会工作者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民生问

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传统文化的保

护都应该纳入到考虑范畴。繁盛的古罗马浴场在见证了人

类文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我们不

应该仅仅看到洗浴中心带来的经济利益，亦应意识到其潜

在的负面的社会影响，提出合理的整治与管理方案，使之

成为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