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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站作为京津冀交通的主干线具有提升现代城市

服务的主要功能，同时也承担城市公共文化传播的载体，彰显

城市形象的作用,体现着城市自身的历史文脉保护遗存和社会发展

等基础。京津冀城市历史文脉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灵魂与核心，

地铁是城市的第二空间，如何通过地铁公共艺术视觉将京津冀不

同的历史文化风貌展现出来？是值得探讨课题，京津冀地铁公共

艺术空间不但承担着交通功能还承担着商业、审美、文化传播

等功能。也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艺术审美的一

个缩影和文化精神符号。

城市地铁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指城市地

铁空间的布局，是对城市进行的改造。例如，地铁公共艺术空

间的中庭建筑，壁画，雕塑等，反映了城市主题的精神。地铁公

共艺术设计包括环境设计、信息导视设计、公共设备艺术装置、新

媒体艺术设计等。通过地铁空间传达城市的精神风貌，将有助于

促进城市的文化品牌，通过系统性的京津冀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

艺术整体性研究，将会给京津冀的地域文化传播带来新的发展。

本文将从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的主题、层次、空间环境、整体性

进行分析。

1   基于城市文脉的京津冀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艺术整体

主题来源研究

通过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主题研究，开发城市文化资源，

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展现城市鲜明的魅力。构建人文自然、历

史文化、体验活动空间等；彰显城市品格，是当前城市文化建设

的重要任务。主题研究应了解城市的历史来源、精神风貌、城市

民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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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各个时代特征。在京津冀公共地铁艺术设计中，展现历史文

化应找到自己的城市立意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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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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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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奥主题的结合。同时，兼顾地理环境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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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于城市文脉的京津冀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艺术整体

层次性研究

京津冀城市文化融入的地铁公共艺术整体性设计，能体现城

市综合实力，并能提高城市核心凝聚力。在京津冀地铁公共艺

术设计的大主题定下后，将对京津冀城市区域的民俗文化进行深

入研究分析。提炼当地的历史民间传说、人文地理元素，结合

地铁线路的设计主题概念，丰富地铁站点的设计内容；构建文化

传播的主次层级，形成各个地铁区域的差异化风格。河北作为我

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很多历史文化遗迹，这些文化遗

址都不可再生。燕赵文化是京津冀典型的时代文化特征，当我们

体验京津冀地铁在地下穿梭，会感受到燕赵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

化变迁。城市文化是经过历的沉淀而存在的，也是历史资源及城

市文化形成的一大来源；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例如，正

定的赵云故里，涿州的张飞故里，素有中国成语之都的邯郸也是

“胡服骑射”、“邯郸学步”、“完璧归赵”等故事文化的发源地。这

些都融入了历史长河之中，成为燕赵文化的一部分。城市文化在

历史的进程中也经历了很多创新与改造。城市文化具有多元性、

聚集性、辐射性的特性。燕赵文化中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精神，随

这历史变迁，仍被传承下来；城市文化中也蕴含着商业文化，例

如，张家口京张高铁的公共空间视觉设计中融的大境门文化，张

家口大境门素有北方“丝绸之路”的美誉，能唤起人们对张家口

张库古商道历史的记忆，帮助受众感受到张家口鲜明的历史气息。

在张家口城市文化中其精神文化涵盖了城市艺术、信仰、习俗、道

德、文明等方面，正是这种精神文化造就城市的个性，形成独特

的个性，彰显着张家口城市独特的个性。北京的南锣古巷有着元

大都的城市肌理，留有较为全面的胡同格局，有着深厚的文化沉

淀，蕴含着一个个生动的历史故事，也因此成为北京的地标性的

建筑，蕴含着“城市文脉记忆”的文化精神根源。京滨城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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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津的泥人张、天津名吃、杨柳青年画等都是天津丰富

的历史资源。因此，历史文化的挖掘将从京津冀城市历史的记

忆点去寻找，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中要加把握息的连贯性与整体

性，加强图形色彩视觉的统一；展现文化街区所蕴含的人文故

事，让受众有所共鸣。

3   基于城市文脉的京津冀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艺术整体

空间环境研究

地铁突破传统交通工具的运行态势，以便捷的方式给乘客带

来便利。但也存在环境的封闭，导视识别性差的一系列问题，

无法体现所处地方的城市文化等。城市地铁文化的视觉传播是对

城市文化在认识的缩影，连接历史文脉和城市环境。下面将从

地铁的公共艺术空间环境体验进行分析：

3.1图像符号在地铁视觉空间中的城市文化传播

地铁空间通过图形，色彩，文字图腾符号等方法展现城市

价值与文化，提高人们的艺术审美。在信息传播的今天，图像

记忆尤为重要，静态主要为纸媒，动态表现主要通过电子信息

传播作为传播媒介，形成与受众的互动，由此达到新媒体与传

统媒体相互补充的最佳传播效果。城市品牌形象不仅可为城市创

造更好的形象，还可以为城市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但目前城

市特色同质化现象比较普遍，城市个性不够清晰；城市形象的

建设要以文化为根基，展现城市文化的独特之处。例如，北京

的皇城文化、张家口的塞外文化、保定的红色文化、雄安的白

洋淀文化、燕郊的潮白河文化，大厂的民族文化等，其城市的

魅力在于特色与众不同，也吸引受众了解城市文化中，最具有

地域历史文化符号元素的特色内容，进而打造独特的城市品牌形

象。作为城市的任何一个环境，都应以积极的形象为人们提供

体验的空间。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也将关注于人们的心理体验，

京津冀地区每个地铁站空间的主题、色彩、造型，都会与地域文

化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理念和视觉基调，每个地铁空间都能给受众

带来不同的空间文化体验。

3.2地铁公共环境空间设计城市文化的传播

地铁空间公共艺术设计应考虑地上与地下的融合，考虑将光

线，空气引入地下空间。可将地铁中的中庭空间的光线和城市记

忆的文化景观融入到地铁公共空间设计中，将地铁内部空间与地

面空降有机结合。将地铁中单调的空间，统一于城市空间的建设

体系之中。地铁空间中庭由于空间及视觉宽阔，使人易于获得对

地铁空间的信息理解，具有公共空间的地标性作用。此外，从地

铁外部空间也力求体现主体与周边环境的关联，例如，位于张家

口市崇礼区的太子城，是2022年冬奥会主赛场，太子城站被国际

奥委会成为首座将在赛场内的高铁站。太子城站的公共艺术设计

也尽量与周围的山水融合，注重生态环保，材料也选择轻装饰的

材料。车站的外观采用双弧面落地造型，站内有巨大山水壁画，壁

画动态展示上车次信息。室内壁画融入冰雪元素与外面的雪景形

成互动，外面的景可以和室内的山水壁画来展示，突出冬奥的冰

雪元素文化。

4   基于城市文脉的京津冀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艺术整体

性研究

京津冀地区有自身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社会发展等基础，城市

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灵魂与核心，能够提高城市整体形象，

塑造城市品牌，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京津冀

地铁各个站点造型的入口设计，就考虑与周围形成环境融合，

与内外空间相互交融形式设计。基于地域文化记忆中，应体现

本地性，民族化，与当地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例

如，京张高铁的清河站入口浮雕，体现清河站古朴的北京古都

的文化风格，将建筑与周边环境很好结合起来。京津冀地铁的

公共艺术与传统博物馆设计不同。需要考虑一般大众的文化审

美，兼顾地域的精神文化。地铁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应征集走

访乘客，让公众参与到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中来。通过人们提

供的素材进行艺术化的创作，这样可丰富作品的内容，同时也

推动了公众与作品的互动性与文化的共鸣，极大拓展了京津冀地

铁的公共艺术的社会功能。可让更多的公众自发地，从这种形

式的背后了解蕴含丰富的内涵和故事。在公共艺术的建设中让人

们体验城市文化，感悟城市精神，延伸城市的历史记忆点。在

地铁空间中的公共附属物，也应采用消隐模式，用艺术的手

法，突出强调文化的主题特征，与城市景观保持一致，突出空

间的层次感和节奏感。

综上所述，在京津冀城市建设地铁的同时也使得人们开始积

极思考，如何通过地铁公共艺术提升城市形象。京津冀城市轨道

交通站公共艺术展现了一种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的精神文化包括

城市的知识、道德、文化艺术、习俗等，通过地铁公共艺术媒介

造就了城市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与地

铁空间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京津冀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一个

重要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站公共艺术设计；必须把京津冀城市轨道

交通站公共艺术设计纳入到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城市文脉、乃

至整个城市所依存大背景。特别是从城市文脉保护角度对京津冀

城市轨道公共艺术的整体性设计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对地铁公共空间进行系统整体规划设计，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

神审美追求，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京津冀地铁公共艺术独

特地域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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