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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

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江流域有一个长江

流域的文化，南沿江高铁有南沿江高铁的文化。三者本

是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独立文化，但通过精心创作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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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丝剥茧提炼出其共性意义，赋予其独特的灵魂元素便

能将三种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使得历史的传承有了

时代的特征，既摒弃了老破旧的负面印象，又开辟了传

播文化的新的天地，使得功能与形式、审美与休闲、文

化与教育、经济与交通在艺术创作和工程建设中得以有

机的结合，既开发了思维，又开拓了视野，更开启了划

时代的学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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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也是继连镇高铁后逐步展开建设的第二条高铁，

其始发于南京南站，途经句容、金坛、武进、江阴、常

熟、张家港直至太仓，在地理上吻合了长江在江苏省内

的走向，对内是对江苏省传统地域与铁路优秀文化结合

的传承，对外更是对中国铁路文化的有力彰显。

二、南沿江高铁文化的背景及表达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

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国家领导人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上的讲话

1. 文化建设背景

毋庸置疑，中国高铁技术日益成为全世界的知名品

牌，而我们在不断完善铁路网的同时，对于每个站点的独

特的文化表现以及整条线路的共性特征的表现也在不断地

探讨和深入。高铁文化的表达既要满足新时代文化建设，

又要通过艺术创作出新的图案、符号镶嵌在别具一格的装

置中以承载新时代的思想和传统中华文明的文脉。每个铁

路站点的候车大楼、月台、工区厂房、室内外景观工程以

及配套的附属设施，都是展现一个城市特有文化的载体，

而每个停留在这里的旅客或在这里工作的人员都是活跃的

传播者，视觉、听觉、触觉打动了他们，便能通过他们将

这里的文化传播到远方，促进新的文化交流。

2. 文化表达

一是南沿江高铁文化的共性表达：主要包括高铁文

化和长江文化、刚强象征和婉约象征、傲骨风格与耐力

韧性的结合的标识、文化主题及元素的应用，包括室内

主体画、雕塑、文化墙、车站室内座椅、垃圾桶、栏杆

扶手、楼梯踏步、井盖等公共设施。

二是南沿江高铁所经历的各个站点的文化的个性表

达：充分考虑到每个站房不同的文化主题，展现文化的

区域性和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易站异景及各车站的人文

历史、自然地理、民俗风貌、精神象征等。因接受任务

要求的原因，本文仅对句容站、金坛站、武进站、江阴

站进行创作和描述。

三、南沿江高铁共性文化

1. 南沿江高铁全线文化主题及解析

水是万物生长的源泉，长江水是孕育中国文化的主

要源泉。水的特征是灵动、柔顺、曲折、刚柔并济。长

江的水的特征是：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争

取胜利。

长江文化的文化提炼有三种形态：

（1）水在外力的作用下滴落形成的水韵，代表韵律、

包容；

（2）水的流淌形态，代表流畅、自然；

（3）水的奔腾时，前赴后继的形态，代表高昂奋发。

长 江 水 的 形 态 特 征 可 以 用“动 ”、“劲 ”、“勇 ”、

“前”、“胜”五个字概括。

南沿江高铁全线文化主题是：“生生不息，包容并

蓄，刚柔并济，龙马精神、复兴中华”，取自中国文化中

对于“水”的理解、引申与象征。老子《道德经》：“上

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是对水的最高赞扬，将之

比喻为君子的仁德，体现了水之柔善；水文化具有母体

文化的特性，水是万物之源，没有水，就没有人，也就

没有文化，水是文明之源，也是文化之源，水文化渗透

到所有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体现了生生不息；中国古代

有束水冲沙法的疏通淤泥的水利工程技术，少量的水是

柔顺的，但一旦形成数量以及拥有特定的高度，就会像

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飞流直下三千尺冲刷掉眼前的一

切阻碍，直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又体现出水的刚性和

一往无前的大无畏奋发向上的势头；水又有滴水穿石的典

故，体现其永恒，象征其毅力。南沿江高铁在地理上与长

江江苏段空间重合，其材料体现其刚健之美，其流线形态

体现其柔顺之美，南沿江高铁各站点与扬子江流域特有

的地域文化结合在一起，像一颗颗镶嵌在这条代表着生

命、财富、永恒、不屈的文化长河上的璀璨的明珠，闪闪

发光，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了另一条长河，与南沿江高铁之

河、扬子江交相辉映，和谐共存；而其各有千秋的独特性

又使其相互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追而往返。这就是

南沿江高铁与扬子江水文化的融合，我们就在这融合之中

创造出第三条文化之河以照耀我们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2. 南沿江高铁各站文化主题及解析

如果我们把南沿江高铁的始发站南京南站作为文化

意义和高铁意义上的长河源头，那么句容站就是汇聚源

头之水的容器，独特的勾曲山有容乃大的地理环境就像

把上游之水汇聚在一起，然后以高速奔驰下去，金坛站

是束水冲沙紧邻着的第一个站，巨大的水流冲刷着熠熠

发光的“金坛”，使其表面光净洁白，象征着文人傲骨、

象征着超凡脱俗，紧接着经过金坛站的缓冲和过滤，来

到了武进站，这时候的水流相对平缓但也不失湍急，孕

育了无数精华也给这些精华注入了轻剽悍勇舍生取义的

精神，然后来到了江阴站，这又是长江中下游一个转折

点，既是入海之咽，又是返江之眼，无数的风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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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搅动，给这个地域的人民注入了敢为天下之先的

精神，最后乘风向前，后浪推着前浪，一往无前的向着

东方、向着大海冲击，将我们的中华文明推向更高，推

向更远！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要跟随龙的图腾，乘坐

高铁长龙，伴随大龙长江，复兴中华！

（1）句容站文化主题——兼容并蓄、佛道双巅

文化解析：句容站是南沿江高铁线南京南站之后的

第一个站，也是本次文化设计的“首发站”。句容的句，

古汉语通“勾”，句容意为勾曲之地，本就有容器的意

思，而佛教律宗圣地之宝华山，道教圣地之茅山，儒教

被封神的颜真卿的墓地都在这片勾曲山脉中，和谐共存，

暗通了兼容并蓄，佛道双巅之意。设计创作中可以以容

器配合佛道宗教的符号元素以及颜体字的刚劲筋骨进行

创作。（如图 1）

图1　句容站站前广场景观效果图

运用黑白相间的三组曲线象征句容的山水勾曲构成

景观主元素，与候车大楼在空间上形成呼应，构建立体

景观场。

（2）金坛站文化主题——涤尘拂瑕、欺霜傲雪

文化解析：金坛素有江东福地之称，人杰地灵，代

有才出，且多有杰出之文人，举世之傲骨，唐代储光茜、

戴叔伦，为颇有影响的大诗人，宋代张纲、刘宰为官清

正，多有丰富著作，明代王肯堂所著《证治准绳》至今

仍为中医基础教材，更有文学训诂学巨匠段玉裁和世界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享誉崇高，影响深远。（如图 2）

图2　金坛站站前广场平面景观效果图

以金坛著名的金沙八景为依据采集灵感构思为八景

合一的新文化景观。

（3）武进站文化主题——前仆后继，龙争虎斗

文化解析：武进为古常州府府治所在，三皇五帝的

舜在这里农耕，春秋三让君位的季札在此食邑，忠肝义

胆伍子胥从这里入吴，江东八千子弟跟随项王逐鹿中原，

两汉三国威震天下的丹杨兵从这里走出，齐梁两朝的帝

王之乡，隋唐五代的天宁宝刹，宋元明清的进士宝地、

状元之乡，以及淞沪会战的抗日英雄王庚、做过中国共

产党总书记的瞿秋白、领导南昌起义的张太雷、黄埔四

期政治教官恽代英都是这片土地上孕育的，真可谓人杰

地灵，连宋代大文豪苏轼都把这里作为自己终老之地。

这里也是宫梳名篦的故乡，中国近代轻纺工业的摇篮，

更是通衢要道，联结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重镇，著名

的水门——通吴门就在这里。（图 3）

图3　武进站站前广场景观效果图

以常州历史变迁和太湖为文化依据结合铺装造景。

（4）江阴站文化主题——重诺轻生、敢为人先

江阴同样人杰地灵，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

历史地位，近代有三钱、三刘，都是文学界、科学界的

佼佼者。苏锡常地区为环太湖地区，这里是吴文化的中

心区域，吴人舍生取义，轻生赴死的精神同样在江阴人

身上能够得到体现。远者徐霞客，敢为人先，独自出游

跋山涉水，为我国的旅游界、地质界作出重大贡献，同

时他为了完成朋友的嘱托，不辞辛劳不畏艰苦，不惧危

险完成这个诺言，最终付出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近者

新中国的华西村，同样敢为人先的引领改革开放新浪潮，

写下保证书，按下拇指印，最后江阴成为富县之一，当

年的承诺全部兑现。（如图 4）

图4　江阴站站前广场景观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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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壁和喷泉组合的形式模拟江河江山，以铺装和

植物配合主景营造主题文化。

3. 南沿江高铁文化元素

南沿江高铁文化元素可表述为四个视觉核心，分别

是：代表扬子江水文化和高铁铁路的共性视觉符号“丝

带”或抽象优美的“S 纹”以及展现奋发向上，一往无

前，气贯长虹，一日千里的“龙纹”；代表中国高铁建

设的视觉印记“抽象艺术化的铁路小品节点”；代表中

国水文化和儒道佛哲学精神的水墨山水画及“阴阳鱼和

盛水钵”；代表江南园林的美学色彩的青砖黑瓦绿树白

墙；代表江南美景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花褪残

红青杏小”、“杨柳依依，对水梳妆”。

四、各站反映文化的具体设计

图5　江阴站的LOGO

图6　金坛站的LOGO

设计一些独特的 LOGO 来体现该站文化并应用到实

际陈设设施中（如图 5、6）

例如：江阴站的 LOGO 整体形象借用“江阴三奇”

狂草碑文心经碑的书法特点，选用繁体的狂草“阴”字

作为整体基本形态。同时，八卦图中以“—”为阳，以

“--”为阴，所以左侧两组方案选用了 -- 作为 LOGO 的

左半边。

再如：金坛站的 LOGO 整体形象以金坛二字中的

“金”字作为基本框架，上半部分迎合了金坛站高铁站

房的形象，如同展翅环抱，也似山形；下半部分则将蜿

蜒的水流抽象，使得整个 LOGO 契合金坛站“山形水韵”

的设计主题。贯穿整个图案的一竖则象征着笔直前行的

高铁，也将南沿江高铁的整体高铁文化表现在其中。

五、结论

行运长河，行的是旱路，行的也是水路，运载的工

具是舟车也可以是高铁，作为本次高铁南沿江线的场站

文化景观设计，我们的宗旨是行走在高铁上，品味着江

南的风和景。江南有什么？江南很美、江南很柔，江南

很富庶、江南很文盛。江南既是福地，养育了千百代子

民，孕育了灿烂的文明；江南也是堡垒，诞生了无数血

性男儿，或冲锋陷阵保家卫国，或挑起重担驰骋浪前。

提到江南，我们能想到什么？

鱼米之乡：荇菜莼羹、鲈脍之思、稻花香里、太湖

三白……

柔情似水：浣纱女郎、小家碧玉、恬静仕女、柔滑

丝绸……

美不胜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日

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文化胜地：宝华律宗之圣地、道教茅山之正宗，象

教龙城之气派、东林正气之先锋。

人文荟萃：季子三让其国、葛仙羽化飞升、蔡邕制

焦尾琴、孟郊写游子吟、萧统编文选、霞客游四海、三

刘三钱涉文理工艺、三杰七君慨为国为民……

刚勇英烈：虽吴侬软语，细声嗲气；亦有血气方刚，

轻生赴死。

品味江南，每个站各有相似也各有不同，我们从古

人的文化结晶中提取元素，为这一线南沿江站点各建立

一个主题，成为一条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围绕

江南序曲建景组景，形成高铁场站文化与江南文化相结

合的新文化景观。

高铁文化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铁路文化，在其所经历

的地域中可以结合当地文化，融合在一起做出一个自然

孕育出的新的文化，既满足了视觉感官，又解决了服务

需求，还顺应形势，响应号召，并更好的传播文化。这

是当下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的表现手法之一，也是丰富

高铁场站室内外空间文化的方法。

附：南沿江高铁场站文化景观设计说明——【南沿

江高铁赋】

南沿江高铁赋

刘承盐

百载文枢，亘于江南。千里铸钢，沿水为川。兹启

冶邑之端，而望太仓之瞻。禀佛道宝华之巅，润儒法扬

子之澜。山河秀丽，柔情似水而婉；鱼米丰溢，物饶似

锦而繁。万里浩渺，存华夏四百年春秋；十朝福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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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廿四代衣冠。丘陵延绵，水网纵横，跋涉怨其苦，

舟车谓之艰。心懔怀霜，志眇临云。继京沪之高铁，开

吴中之快线。咏工民之热烈，诵国府之大观。慨执笔而

书篇，聊盛情以寄笺。

气霁地表，升清质之悠悠；云敛天末，降澄辉之蔼

蔼。昼夜奔驰，聆龙虎之吟啸；旦夕往返，睹斑斓之灿

烂。拂勾曲之华峰，涤金坛之瑕尘；礼龙城之象教，启

赤学之光先。拜霞客之遗冢，言三杰之文宣。展帝师之

旧馆，实虞县之稷轩。六出东瀛，传佛法于扶桑，矢志

不忘；七下西洋，扬国威于天方，华夷共襄。观天地于

厢内，览万物于鞍鞯。收百世之史迹，表六站之新碑。

谢明黄之欲凋，振含苞之待放。观沧桑之变幻，只在须

臾；复四海之中兴，正在当时。

行运高铁，货殖江南，苏东丰登，三吴震泽。千舟

竞发，系死生于橹槁；百舸争先，轻性命于云帆。不但

驱驰于湍流，誓将寻觅于汪域。绿浪翻涌，白波拍岸。

朱轮华毂，拥百姓以获利；乘轺建业，祚国龄以昌寿。

推肝胆于天下，业固盛汉；安万民于心中，声溢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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