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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地铁交通作为人们平时出行的方式，能较好地展现城

市文化主题。地铁也是城市文化传播的重要的平台，可在地铁公

共艺术空间设计大型的壁画及公共艺术新媒体装置艺术表现文化

氛围。伴随着城市地铁的发展加速，京津冀地铁空间公共艺术的

形式与种类也必然更加丰富，展现地域文化和城市的历史记忆。

1  地域文化符号在京津冀城市地铁空间中公共艺术氛围营

造的文化来源研究

近些年，国家重视地铁公共艺术文化的的传播，例如，奥

运地铁支线的建设中，希望运用公共艺术在国际的舞台上，展

现地铁民族地域文化。于是在现今的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国家

更加重视从交通到文化的有效衔接，在地铁公共艺术中加入城市

文化元素，体现城市个性。公共艺术设计中，可以提炼地上城市

地铁文化背景及文化共同特征，并进行主题划分，形成一个统一

的文化整合。例如，京张高铁的张家口站，体现张家口的三祖文

化、塞外文化、草原文化城市地缘历史的文化长街。设计张家口

冰雪文化的运动精神创新建设的回廊，每个站点就是一个文化故

事。对于城市文化的发掘应选择经过筛选后的人文形象的沉淀，

将对城市整体建设和发展的城市形象带来较大的促进作用。对于

京津冀城市地铁的整体规划将注重统一与差异性。例如，雄安线

将是以白洋淀文化为主题，燕郊线将是以潮白河文化为主线，香

河线将是一“天下第一城”的景点为主题，保定线将以红色文化

为主线等。

2   地域文化符号在京津冀城市地铁空间中公共艺术氛围

营造的表现形式研究

2.1城市记忆表现

京张高铁公共艺术设计，站内采用传统的装饰照明，营造浓

郁的燕赵风格，车站内设有大量壁画及浮雕，当乘客置身于其中

仿佛回到燕赵时代，感受独特的文化气息。张家口地铁中有许多

细节体现城市历史文化，例如，展现张家口的滑雪场的壁画装饰，

点缀这古色古香的地铁站台公共空间。

张家口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有三祖文化，蔚县剪

纸、商旅文化等；多元文化再次交汇，形成了张家口厚重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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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特色的文化风貌。张家口地铁太子城站在入口选址、建筑规

划、内部空间的装饰，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站房的公共空

间设计，以山水相连为主题。并结合相约冬奥，冰雪小镇等相

关的文化理念，车站背山面水，外形也集合自然山形的优美的

造型为主线，在色彩上也主要以白色的冰雪色为主调，其公共

空间设计对地方的文化传播发展也形成较大的促进作用。

2.2设计理念表现

京张高铁的地铁站文化理念是“天地合德，百年京张”，其清

河站的主题是“不息”，八达岭长城站文化主题是“丰碑”，张家

口站的文化主题为“纽带”，太子城站的文化主题是“无界”。公

共艺术设计独具北京与张家口的风情，是展示冬奥“京张文化”的

连接点。每一个城市站点都是一个文化景观，彰显着冬奥京张高

铁独特的文化特征。例如，地铁站内部以历代历史名人为主，可

以让人们感受到河北地区厚重而悠久的历史；同时也传达了兼容

并蓄的冬奥城市文化精神。张家口站是河北生态自然与传统生态

交融质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张家口站体现着“中华文化发源之

地”。公共地铁空间将以宏伟的张家口文化发源与历史变革的发展

进步为主线，构建主题壁画，可以传统与新媒体模式展示。同时

也能以三祖文化为中心，将草原文化、塞外文化景点分布在其中。

能深入表达张家口的自然生态风光、寺庙、滑雪、民俗、建筑的

元素；并将传统的蔚县剪纸文化融入，体现装饰美感及京张高铁

周边的自然风光。在京张高铁的太子城站将体现“科技感的现代

都市文化”，已简约的手法展现城市的包容性。公共艺术设计，除

了冬奥元素外，可以展现蔚县剪纸的的手法与奥运的结合；可以

传递张家口极具个性的民俗文化，体现张家口与时代共进的城市

特征。通过京张线路文化性确定其艺术文化形象的表达，形成“山

水视界”、“人字纹”、“五行五色”、“苏州码子”等视觉符号。将

在差异化的空间中体现整体关联性，空间装饰上地铁每个站点站

房上的匾额、地铁公共空间的主题雕塑，壁画浮雕等。通过文化

元素的输入，形成地铁公共空间设计对地域文化的根植与隐性传

播。形成了“畅通融合、经济艺术、绿色温馨、智能便捷”

的公共艺术的空间创新。京张高铁中的公共艺术视觉，可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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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主要的老北京及张家口历史风貌，古往今来的北京和燕赵文化

发展的历史。例如，清河站主题为“海纳百川”外观的屋檐

体现古都风貌，采用曲线机构展示地铁空间机构最新技术。以

古都的山形地貌特征贯穿整幅画面，体现金色祥云的象征寓意。

充分展现着古都的文化精神，呈现出传统的视觉美感及艺术效

果。清河站的文化墙的壁画材质独特，让古都的历史残迹文化

符号元素与现代材质产生关联，形成古朴儒雅而大气的新中式公

共艺术空间气氛。

3   地域文化符号在京津冀城市地铁空间中公共艺术氛围

营造的研究意义及影响。

伴随着京津冀城市现代生活的急剧扩张，导致城市发展理念

同质化严重，人们更加怀念过去的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无法在

置身的城市中找到心灵的归属的特殊现象。作为这种公众的文化

需求，更应从构建城市特色历史文化氛围中，塑造地域文化特

征。河北，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发源地之一，有着众多历史遗

迹与悠久的文化。尤其是燕赵文化，被誉为“冬奥列车”的

京张高铁，不仅给沿途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促进了京津

冀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人们能从轨道上的京津冀，乘坐京张

高铁时，能感受到不同的时代文化与风情。例如，京张高铁的

清河站，标志图形为远航的船，能唤起人们对于北方丝绸之路

张家口的商贸文化的记忆，帮助人们感受张家口独特的文化氛

围。站点的标志图形创意来源主要来之于张家口的建筑、历

史、典故，并进行创新。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

了人们的归属感；体现了“站城一体，开放宜人，功能复合，

民族特色，地域传播”等地铁设计理念。京张高铁从北京北站

引出，线路全长 1 7 4 公里，途经清河、昌平、八达岭长城、

怀来、张家口等 1 0 座车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冬奥盛会

的举办有着重要作用。京张高铁清河站表现丰富的水资源和地理

特征，以水为公共空间的装饰要素。清河站设计理念上被赋予

了“海纳百川”之意，凸显古都古韵、新貌新颜，体现城市

的历史记忆，车站采用曲面屋顶和悬挑屋顶体现古都北京的风

格，展现古都古韵。在材质的选用上也表现北京古朴的风貌，

借冬奥会盛会展现中国发展新成果。

综上所述，在地铁公共空间设计中生硬的公共指示设计，

无法传达人文关怀，饱含历史文脉的地铁公共空间氛围的艺术设

计，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当人们审美事物时，会通城市文化

建立联系。需要公共艺术设计师积极思考如何将地域文化应用到

京津冀城市公共地铁的空间氛围的建设中去，塑造城市的独特形

象，推动公共艺术设计在营造城市地域文化，历史风貌。并用

特殊地域文化语言构建京津冀城市地铁的的公共艺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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