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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建构与传播:长沙地铁文化墙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究

赵尔金娜 刘美思 刘阳阳 廖宾鑫 刘宇璇

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长沙地铁始终坚定不移地秉持着大力发扬湖湘文化、传承湖湘精神的核心理念，致力于将城市精神与站域

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碰撞、交融。在持续不断的融合与创新过程中，积极践行着关于主题站

域建设以及区域文化传播的探索之路。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长沙地铁文化建设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达到成熟的

水平。在湖湘文化传播这一关键领域，依旧存在着较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本文从溯源与展望、铭记与传承、张力与深度

三个层次探究长沙地铁文化墙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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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用好多种文化形

式，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截至2022年，长沙

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7条，共设车站148座，其中换乘站18

个，运营里程209.3千米。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的进程中，

地铁空间的利用，尤其是文化墙的优化设计是城市发展的

一个重要体现，其文化价值也在不断地被发掘和提升，对

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1  溯源与展望：浅析文化墙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文化墙设计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信息的一种传

播方式和宣传方式，这种艺术形式能够有效提高人民道德

素养和思想文化修养，满足人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丰富

文化传播途径，提升人民的综合素质。

地铁艺术文化墙伴随地铁线路的开通，走进人们的视

野，成为传播文化、提升城市形象与特质的重要平台，彰

显城市深厚的历史文脉，铸就了富有特色的城市名片。近

年来文化墙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它

与城市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渐凸

显。文化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环节，其思政教

育功能主要有：

1.1政治引导

党的政治方向问题是党生存发展的第一位的问题。文

化墙在秉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传承

创新、与时俱进，大力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

新时代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与课题与任务，通过文化墙的教

化功能，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使马克思主义理

论观念深入人心，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时刻牢记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立场与政治

使命。

1.2思想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与凝练着国家价值目标、社会

价值导向与个人价值准则，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

精神等先进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具有指导

与促进意义。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以德育为先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

一环。

1.3道德教化

道德教化与思想教育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二者关

系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着社会稳定与发展，关系着国

家发展道路与前途命运。一是在文化墙的文化中体味道德

教化。文化是精神的“基因库”，是人们不可忽视的精神

家园，借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在

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

持中华文化繁荣自信。二是在文化墙的实践中感受道德教

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铭记与传承:湖湘文化内核的时代再现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三湘儿女前承后启，不断

开拓，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湖湘文化，而且孕育了独树

一帜的湖南精神。“湖湘文化”，经典地展现出“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湖湘精神”。

2.1长沙地铁文化墙的湖湘精神文化传递

2.1.1长沙地铁是湖湘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综观全球

地铁建设，从画满壁画的莫斯科地铁，到换乘繁忙的东京

地铁，充满北欧民俗特色的斯德哥尔摩地铁……一条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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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孕育之始，就在把城市文化基因植入自己的血脉。而长

沙地铁站作为人流集散地，早已成为展示和推介长沙历史

文化和湖湘文化的窗口。

2.1.2长沙地铁站域的湖湘文化元素。地铁特色站的

室内装修设计，不仅仅是美化站厅，缓解视觉单调性，

更是赋予地铁更深厚的地域情怀,从长沙特色地铁文化墙

看，“2019年8月，长沙地铁迎宾路口站推出国内首个地铁

红色主题教育展，站内有两面文化墙，一面是由湖南省档

案馆推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献

展”，另一面则是由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推出的“

红色雪峰·怀化记忆”主题图片展。2021年，在长沙地铁1

号线通道两侧设置了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文化墙”，供

广大乘车旅客观看学习。烈士公园南站以“革命传承”为

主题，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长廊，爱国之情与对革命先辈

们的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3  张力与深度：地铁文化墙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建构

地铁既为城市提供了一种快捷、大运量的交通工具，

也为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营造了一个高流动性的城市文

化展示和人际交流平台，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同

时，地铁文化还是传播地域历史文化的载体，展示城市形

象的新名片和传播中国声音的新途径，打造了地域文化的

新样态。

3.1打造线下流量价值高地，提高深入民心的辐射广度

聚焦形式上的“破圈”，实现文化墙有效“曝光”。同

时，因地制宜，择取优质文化资源，科学规划，筑牢文化

价值高地，借助重复曝光加深记忆印象，在潜移默化中构

建起市民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情感纽带。

砥砺内容上的“深耕”，推动文化墙价值“重构”。如

湖南大学站的设计以湖南大学的古树和枫叶为设计元素，

将站内的柱子作为标准单位格，对顶部进行抽象化演练，

形成天柱地一体的造型，营造出茂盛大树立德树人的空间

效果，展现了这座百年名校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内

涵和文化精髓，促使一代代莘莘学子奋进、前行，体现了

湖湘对人才培育的重视，让“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

将相，什九湖湘”等盛誉能更好的通过公共交通来进行传

播和发扬。

3.2拓展空间视觉维度设计，加快文化资源的开发进度

视觉设计为导向。目前长沙地铁多是二维广告投放，可

以更多地利用浮雕、镂空和视觉误导的技术增强地铁文化

墙的立体感，通过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特色元素融入到

空间设计，更好地吸引市民的目光，更好地了解湖湘文化

特色和底蕴，进一步提高地铁文化墙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从二维平面的“看见”，转变为线下三维立体户外空间

的“遇见”。在此基础上，丰富地铁空间形态，打造错层

空间、下沉空间和共享空间等，文化墙配合地铁空间内部

流动的走廊，既有效的划分了空间，突出文化功能区的作

用，又能借助流畅的文化长廊延伸空间的纵深感，在美学

建筑视域下，丰富文化体验和艺术内涵。

科技驱动为引擎。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

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地铁逐渐成为多种媒体共存的智能

化、情景化场景，在立体的媒介场景、高科技的媒体方式

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共同作用下，地铁必将成为城市文化

传播的重要平台，“全媒体+场景”下的地铁文化传播新

格局逐渐显现。全媒体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展现地铁文

化，文化墙的设计，除了简单的文字和图片介绍，还可以

综合运用BIM技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

术、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生成交互式、沉浸式体验场景，

塑造内容为王、衍生体验的整体站域文化空间。

3.3立足湖湘本土生态基础，提升文化认同的实际效度

长沙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既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又是名人辈出的文化沃土，

素有“屈贾之乡”、“潇湘洙泗”之美誉，既有悠久的历

史传承，马王堆汉墓、铜官窑等古迹留存，又有独特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湘绣、花鼓戏等享有盛誉，既有丰厚的红

色资源，让红色成为长沙的大城底色，又有特色教育资

源，高校集聚美名远扬。提炼湖湘文化基因，以挖掘湖湘

文化资源，续写湖湘故事为核心，研究文化墙作为思想政

治教育载体的实际效用，以精准化面向需求、适时化因势

利导、本土化实践落地的广谱式布局为目标，总结实践经

验，提出优化策略，进一步提升市民对文化的认同感、信

服感。

结束语

地铁，“城市中的地下之舟”，承载着城市的脉搏，

流淌着文化的血液，在地铁的疾驰中，感受独特的文化力

量，感知独有的人文风貌，充分了解长沙地铁文化特色及

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如何将文化理解的

深度和功能发挥的力度协同起来落实，抓住地铁文化墙这

一重要载体，建构市民对湖湘文化认同感的文化心理仍是

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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