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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地铁在城市文化空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地铁空间

成为城市文化标志性场所展现的阵地，多元文化公共艺术的融

入打破了单一的表现，增加了亲和力，承担着重要的宣传功能。

城市文化传承视域下京张高铁冬奥公共艺术设计整合脉络研究是

对地铁公共艺术设计整体性城市历史文化构成的探析，并提出冬

奥特色的公共艺术在地铁中的创新方法，并从城市整合文脉的角

度结合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对京张高铁地铁冬奥公共

艺术的发展进行思考，形成对京津冀地铁站公共艺术设计有价值

的创新模式。

1  城市文化传承视域下京张高铁冬奥公共艺术设计历史价

值研究研究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世界，人类先后经

历了穴居为主的原始社会，到铁路的工业社会，再到人防工事的

地下通道的现代社会，对于地下空间的开发，没有停止过。城市

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这扩大自己的地下空间，也是为了更好

地扩大城市人们生存的范围和规模。

城市公共艺术设计高度浓缩了城市优秀的艺术文化元素，能

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城市的文脉，也包括城市的环境，民俗文化、

行为素养等。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历史文化站点设计，很

好地避开了传统地铁站文化趋同的情况。通过地域文化特征，拓

宽了文化表达的事业和角度。并深入挖掘京津冀地域的自然和文

化符号，根据不同城市地域文化和地方人情，创造适合的地域文

化特色元素；从而保证京津冀各个城市文化快速、健康发展。随

着我国地铁公共艺术发展，创作中也在思考如何表达城市的特

点。当前我国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仍然偏向于局部美化，形式比

较单一。国外的地铁站设计比较整体，能将传统文化与艺术结

合；艺术形式能巧妙地在空间中展现，使得公众在地铁空间中，

不经意地感受到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氛围。

2  城市文化传承视域下京张高铁冬奥公共艺术设计项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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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来临之际，京津冀城市地铁交通优势和文化优势也逐步显现

出来。地铁成为一座城市最为直接的对外文化展示窗口，地铁站内公共艺术形式越来越多，营造了浓厚的城市历史文化气息。作

为京津冀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京张高铁站公共艺术设计，其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能为京津冀城市地域文化传承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冬奥京张高铁各个城市站点，因城市地域、文化、生活历史故事不同，冬奥京张高铁公共空间设计中所展现的

城市文脉也不一样，正是这一特色，才彰显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历史文脉传播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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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脉络研究

2.1城市文化的主题定位

首先，应从城市的历史来源、精神风貌、城市民俗等，进行

深入研究，才能确定所要表达的主题文化。京津冀地区，城市地

铁所要展现的主题，有历史记忆，城市精神，生态文化，科技文

化，商业文化等内容。历史记忆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与演变，展

现了城市个时代特征。在京张高铁冬奥公共地铁艺术设计中，从

历史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主题立意。并根据城市的文化特色，来进

行地铁站整体风格的设计。

例如，张家口地铁站中的“三祖文化”、“泥河湾文化”、“大

境门长城文化”、“塞外文化”、“冰雪文化”等主题文化。不但包

含了传统的历史故事，同时也体现了张家口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

和冬奥文化。京张高铁各个地铁站房公共艺术文化特色相互交

融，统一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燕赵历史城市文化与冬奥主题相统一

的公共艺术设计风格。其次，应兼顾地理环境元素，要与周边的

建筑历史文脉，相互结合，提炼地铁站房独具特色的文化脉络。

结合周围典型的文化元素，使该文化主题特色，更为整体统一，

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现以京张高铁为例，主要选取站点，从昌

平站到崇礼冬奥太子城站的8个主要站点的分布，来分析城市文

化传承视域下冬奥公共艺术设计理念与整体脉络。

（1）昌平站体现 “古韵雄关盛世太平”的理念：空间上采

用在外形里面铺砖的现代设计手法，展现“古韵和雄关”的建筑，

将传统的屋顶和砖墙已现代手法抽象化，最大化第营造地域性氛

围特征，并采用流动的曲线作为吊顶，构建昌平城市形象的国际

性。车站的形体巧妙地与汉字的平字结合，很好第展现了文字为

主题的空间设计表达。站房空间造型高大华丽，造型较为精美，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祥和、平安、天人合一的美好寓意。体

现太平盛世的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借古喻今展现现代昌平盛世

美好生活和时代风貌，体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意境美。主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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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太平”也更好地解读了昌平在盛世中华的美好愿望。将

传统文字与现代设计装饰很好地结合起来。

（2 ）八达岭站的设计理念是神龙见首：地铁站房为最大

限度保护地方古迹和环境，将地铁空间融入自然，隐匿于山

间，地铁站房空间设计多布置在地下，尽量消解空间体量，将

阳光和绿化引入地下使得地铁空间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3 ）东花园北站的设计理念是“京张新产业，花园创新

城”: 空间外形通过华兴主题设计，表达了含苞待放的效果，

意寓促进产业发展面向世界。内部的壁画刻画了地域文化的历

史符号与历史图像，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展现了京

张新产业的地位。所呈现的内容展现城市地域的历史文化，

“京张新产业，花园创新城”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进行了完

美结合，虚实线条邮寄结合，充满了科技韵律与美感。

（4 ）怀来站以“葡萄美酒夜光杯”为主线：结合怀来

的地域特点，透过内部墙体与柱廊反射，形成美酒般醉人的效

果。充分借鉴了民间艺术手法，风格细腻，独具鲜明的装饰

美感，展厅的天花采用统一的色调，书香形成“S ”形波浪

造型。使得整个天花板变得更为灵动，展现了怀来地区的风景

与人文景观，站房以曲线和流动的光影，表达美酒与夜光杯的

理 念 。

（5 ）下花园北站以“鸡鸣晓月古驿风驰”作为站房的设

计灵感：设计来源于宣府八景中的“鸡鸣晓月”及“古道驿

马飞驰”的文化故事。地铁车站设计外观形如弯月，同时结

合风车叶片的设计灵感，室内面向南侧的鸡鸣山。展现了下花

园北站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材质上用陶土及光滑的材质，形

成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融。

（6 ）宣化北站以“古城文化、新韵新宣”为主线：从

宣化城墙、城楼、成台的三大元素，并以简约的抽象的斗拱

意象手法，展现大明的古城的面貌。内部除壁画，雕塑外，

公共艺术包括艺术橱窗介绍地域人物简介为背景。并配以微型

景观，公共艺术设计将生态文化，历史文化，人文文化等融

为一体。通过地铁壁画与公共艺术的表达共同营造了一个极富

人情味的地下空间。

（7 ）张家口南站以詹天佑的铁路创新精神：以“雪国境

门”为主线，将“大境门”的拱门与自然地貌的弧形元素加

以抽象，并体现以人为本，将百年京张的“人”字形象，以

动感意象融入公共艺术之中。力求将不同的城市文化融入人们

生活，当人们在乘坐地铁时可在情感上获得文化的熏陶。在传

承文化的同时，也体现对即将举办的奥运以欢迎的姿态，展现

了张家口南站与时俱进城市现代感。

（8 ）崇礼铁路太子城站是京张高铁的终点站：也是冬奥

赛区的迎宾门，成为展现冬奥文化的文化窗口。站房公共设计

展现相约冬奥、山水相连，激情冰雪等主题，色彩采用白色，

站房与周边的山水结合，形成群山环抱的一块“美玉”。成

为京张高特站的标志性符号。

综上所述，通过对张高铁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研究价值分

析、现状分析、路径研究、具体对策、现实意义研究分析。

形成一道传达京张高铁历史文脉的文化风景线，以便于人们更

好理解环京区域地域文化内在精神。并把京张高铁城市轨道交

通站中，冬奥公共艺术历史文化纳入到城市规划、城市景观、

城市文脉、乃至整个城市所依存大背景，特别是从城市文化传

承和保护角度对京津冀城市轨道公共艺术的整体性设计脉络进行

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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