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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青岛而言，海洋文化是促进城市发展、带动城市繁荣的重要标志。因此，在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表现中，海洋文

化是不可或缺的，在此过程中，相关单位应加以重视，从城市总体的角度上看待海洋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应用，在北方众多沿海城

市中体现海洋文化的个性化，为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升华奠定基础。本文将在此分析青岛城市中海洋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表现

存在的问题，结合现阶段海洋文化应用的原则提出具体的设计理念，为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与海洋文化的更好融合起到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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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对于我国北方城市而言，经济水平最先发展的一定是沿

海城市，在海洋文化与地域特点的影响下，其展示的主要城市样貌

特点便是明快，在具有如此发展潜力的沿海城市中，青岛本身的城

市公共空间艺术具备着一定的可塑性，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以及城市水平的提高，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城市原本的海洋文

化特色，海洋文化元素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化的“快餐

式”文化与建筑，这也是当前青岛面临的主要“危机”。因此，本

文将根据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表现情况进行分析，为青岛探寻

一条适合自身海洋文化发展的公共空间艺术表现道路。 

1 海洋文化在青岛公共空间艺术表现应用的问题 

1.1 对海洋文化缺少重视和研究 

对于海洋而言，人们在发展过程中仅仅是重视如何更好对海洋

进行开发和利用，利用海洋资源促进城市的发展。这也就导致了人

们逐渐丢弃了对海洋文化的重视，并未将海洋文化与经济发展相结

合。以青岛市为例，人们对于青岛的城市文化、海洋文化只是拥有

着浅显的了解和认识，并未深层次挖掘海洋历史文化。随着城市高

楼林立、经济的迅速崛起，相关部门已经忘了初心，对于海洋文化

而言更是出现了“吃水忘记挖井人”的现象。 

1.2 缺少海洋文化的标志和符号 

海洋文化标志在城市中的缺失不仅仅是符号的单一缺少，更深

层次的便是海洋标志内在价值的缺失。海洋文化便是往往可以将整

个城市的独特性加以展现，并且是城市公共空间功能的体现[1]。例

如，在青岛小吃街，地面海洋文化的装饰可以为人们起到导向的作

用，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海洋文化标识越来越少，并未展现

出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1.3 海洋文化多样化元素的缺失 

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其海洋文化元素组成应该是多样化

的，不能以单一性的元素形式进行表达，单一元素的过多使用将会

造成公共空间变得空洞、单调，人们无法在此表达形式中体验到海

洋文化的丰富内涵[2]。在后现代注意的影响下，青岛的城市公共空

间艺术表达设计应结合丰富且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对海洋文化元素

加以充分利用，实现城市特色的展现，为海洋元素的价值与作用体

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 海洋文化在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表现中的要求 

2.1 海洋文化特色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创作定位 

自然条件决定了区域整体规划的总体方向，青岛地区市具有海

洋文化特色的城市，依山傍海，有着极佳的地理环境，本着彰显地

域文化的宗旨，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以突出青岛地区自然风景

优势来规划艺术创作的方向，青岛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表达需要迎

合自然条件，以艺术的手法激发自然的美，形成合理的对比，确定

城区的自然基调。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色彩要求上来讲，保护青

岛城市海洋文化色彩的原始基调便是介入城市空间艺术创作的基

本保证[3]。整体规划青岛海洋文化公共空间艺术创作定位要求城市

文化脉络的发展路径要与当前保全的文化载体分布相吻合，与城市

空间发展趋势相契合，创造出独具地域特色，顺应时代发展的青岛

城市文化意象。青岛城市公共空间作为青岛城市文化意象得以整体

化呈现的物质载体，那么艺术的表现其整体的城市气质实际上是一

种对连续性、地域性、包容性的文化模式和创造性综合模式的适应

性选择，从而使青岛城市形象形成稳定中不断更新向上的文化意

象。 

2.2 强化海洋文化的视觉艺术表达，融合海洋文化与现代文化 

对于青岛公共空间视觉艺术表达来说主要靠色彩地表达来渲

染空间效果。但这些色彩的并不是为了取悦人们的喜好，而是根据

青岛地区海洋文化的不同和历史岁月的变迁而做出的绝大部分的

选择模式，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识所在，同时这些色彩特征也要体现

出现代城市文明特征。因此，公共视觉艺术的色彩首先感知的是传

统文化特征，同时也要兼顾现代文化在青岛公共空间中的应用。尽

最大的可能让大部分群体认同具有海洋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的视

觉艺术，做好大众审美的艺术基础。以人们的生活以及情感为基调，

有效地融合青岛海洋文化与现代文化，从视觉角度上发挥其美的力

量。 

2.3 注重人文与艺术的结合 

人作为城市的主体依照自我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建造城市，青岛

海洋文化特色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营造更要注意人文细节，立足于

人们的愿望和行为路线去探索适应其活动的空间艺术设计。同时也

要结合装饰艺术设计，不遗余力的打造海洋特色城市公共空间的艺

术化表现方式，创造人们艺术化的生产、生活、发展和享受空间是

青岛城市公共空间的审美追求[4]。用艺术阐明、体现和解释城市空

间的秩序，就需要清晰化、条理化、协调性的艺术创作思维，发现

空间文化元素的内在属性和个性化规律。因此，我们需要注重人文

与艺术的结合。 

3 海洋文化在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表现中的应用 

3.1 提取城市的自然景观 

第一，为保证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能够体现出海洋文化，在

进行设计与应用时应考虑青岛城市的自身资源特点，那便是沿海海

洋性特点，据此了实现城市公共空间艺术的表达。结合青岛市当地

的情况、地形等元素加以艺术评估，为和后续的设计和应用奠定良

好基础。 

第二，城市的特色不应在社会、人文意识形成基础上的，应在

城市自然环境情况的基础上。例如，青岛为沿海城市，其主要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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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源便是海洋资源，除此之外，受温带季风气候的影响，有着较

为明显的海洋性气候。并且，在青岛城市境内有着三大山脉，在海

山交辉相应的基础上进行公共空间艺术的设计，为城市样貌与自然

景观的结合奠定基础，实现海洋文化在公共空间艺术表现中的更好

展示。 

3.2 海洋文化历史的展现 

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逐渐发展，在青岛公

共空间艺术表现中使用海洋文化符号进行海洋文化历史的展示是

重要的，是人们深入了解海洋文化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进行

海洋文化在城市公共空间艺术设计时，可以选取青岛历史上某一历

史时间进行艺术的展示，让人们能够全方位了解这座饱经沧桑且文

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例如，青岛作为我国五四爱国运动的发起地，

这一历史时间应该被人们记得，青岛看到了人们奋起反抗国外列强

的经过。因此，可以在城市的中心广场等地点建设五四爱国运动的

雕塑，不仅展现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并且对于公共空间而言更是多

了一笔重要的艺术，为人们了解海洋文化以及城市历史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在青岛城市中，利用海洋文化历史性是人们认识城市的途径之

一，实现了人们对青岛历史的探寻，告诫人们要勿忘历史，铭记使

命，促进现代化和谐与海洋文化历史共存，为城市延续性的展现提

供保障。 

3.3 废弃资源的再利用 

在青岛的沿海地带，有着很多废弃的船只，虽然已经失去了原

有的功能，但是可以在公共空间设计中给予这些废弃船只新的文化

使命，使得这些事物能够融入到城市中。在重修装饰之后，不仅变

的让人眼前一亮，并且更是海洋文化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5]。例如，

可以将废弃的破船改造成儿童游乐设施，即实现了资源的再利用，

也为城市公共空间海洋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3.4 动态元素的设计 

在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念中可以对动态化元素的融入加

以思考，一是的动态化元素能够将海洋文化的动态化感觉展现出

来，其海洋文化符号在视觉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使得人们在看

到时感受动态的变化。二是沿海位置元素的动态，由于大海本就具

有一定的生命力，不仅仅是海洋生物的动态，往往还存在着海浪的

拍打，这种动态化的元素不需要人工进行雕琢，使得青岛沿海位置

的公共空间设计呈现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面。 

3.5 颜色的设计 

提起沿海都市颜色时,在脑中首先出现的就是最能体现海水的

蓝,那么在不同的沿海城市中的"蓝"是否应当有所区别呢?如青岛和

大连,一样身为品牌沿海城市,海洋文化已形成它们自己的特点文化

内涵,而投其所好,青岛市获得是当今我国惟一以海水为主体的海洋

节,而大连所获得的则是独特的沙滩文化节,一样是海洋文化,由于提

炼的主要对象有所不同,则表现的内涵意义就是有所区别的[6]。海洋

文化的多元特征,海上都市中国青岛以帆船闻名于世,所以城市颜色

就是"海水、科学、运动"为特征的蓝色符号。而由于大连本来便是

以齐鲁、东北人文,以及俄罗斯、日本人文为底蕴的海上复合型文明,

也表现了海洋文明的丰富特点,故而当今大连的都市色调主要采用

海水的蔚蓝,以及浪花的白色来作为都市的标志色调,并且辅以沙滩

的基调色、都市流行的点缀色、统一的秩序色调来表现魅力之大都

地特有的颜色符号。 

3.6 海洋标志物在公共空间的使用 

标识物有着更广阔的含义,成为了辨认滨海都市的主要元素,它

既可以是城市天际线、建筑物,也可能是都市中的宣传广告牌。海洋

文化标志物身为城市视觉的符号,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规划布局影响

了游线设计以及游客的行为与心态,所以要加强并重视它们相互之

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也要适应海洋符号艺术的特点,如强调文化标志

物在公共空间各个角度的观赏效果。因为其所处重要位置、对城市

规划中某地段的文化景观区有着统治位置、以及对城市中公共空间

艺术的表达有着积极影响。 

3.7 公用建筑物的设计 

青岛城市的建筑物具有了新的色彩,既有初期起步的沧桑感,又

有新时期兴起的现代感。因此,特别是新建的都市建筑,必须做到实

用性与艺术美的统一,而针对体现青岛特征的建设个体或景观群落,

就该提出较高的要求。青岛市的景观建设首先要服务于使用者,同时

与滨海都市的生态景观自然相契合。 

此外,新建的滨海城的建筑物外形的造型应该反映出现代风貌,

以突破现代局限。在建筑物内部的空间设计方面,应该充分体现北方

滨海都市景观的大气恢宏,最大限度地将地面空间做到通透,以增加

行人视点所能到达的最大区域,从而开阔了使用者的眼界,在体验北

方滨海都市的开阔感同时,建筑物内部和建筑之间高低错落的空间

变化也是城市规划师、设计者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特色的建筑物所组

成的建筑群,才能构成代表青岛都市特色的天际线与景观符号,使人

对青岛的城市印象记忆犹新。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虽然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较多，但也体现出

研究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大多数局限于对文化在公共空间中的应用

研究，但对艺术表达方式的研究较少。目前对青岛城市公共空间艺

术表达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还没有形成真正适合于青岛城市

发展的公共空间艺术创新的方法。因此在本文研究中将对如何借助

青岛海洋文化突出公共空间的艺术的表达，以及如何突出城市本身

的涵义，为青岛城市海洋文化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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