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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屏幕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性研究

——以成都太古里公共屏幕为例

杨彬 潘莹

成都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全球化的影响，导致建筑设计与城市创意的相似化，城市公共空间变得越发的标准化。移动媒体直接取代了公

共空间在信息交流和社交互动中的作用。然而，大型电子屏幕在公共场所的出现改变了城市空间的秩序和面貌，吸引人们重

返街头。本文结合了公共空间理论，以成都太古里公共屏幕为例，通过简单的实地考察，发现公共屏幕作为一个城市的景观，

为大多数城市居民所熟知和识别，有助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集体记忆”。同时，它支持新形式的社会互动，并为增加公众

参与和提高城市透明度提供机会。大屏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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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公共屏幕的历史背景

将大型电子屏引入城市空间的初衷是为了展示广告，而

广告也是公共屏幕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早期公共屏幕的使用

主要是基于阴极射线显像管（CRT）技术，CRT 屏幕很贵而且

在白天的效果不佳。随着 LED 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显示屏领

域，城市公共屏幕的使用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吸引更多广告

商的关注外，一些开放的公共空间还会使用公共屏幕进行电

视节目的直播或转播。同时，体育场馆和音乐表演也将屏幕

技术融入到现场当中，用来放大图像以方便远距离就座的观

众可以与表演者“近距离接触”。最后，虽然公共场所的公

共屏幕有时被用于各种非商业目的（例如，展示视频艺术作

品），但直到 21世纪初城市空间中才开始出现不是用于广

告和品牌推广为目的的公共屏幕。一般来说城市公共屏幕的

使用主要分为三种：商业广告；电视节目的直播或转播（包

括表演和体育赛事）；公共性传播。

2 城市公共屏幕的现状趋势

如今人类社会密切的依靠现代化发展。随着现代城市建

设而出现的户外公共屏幕，原本只是作为广告的投屏和群众

进行单一的交流。而城市公共屏幕理论的出现，迫使城市公

共屏幕专注于打造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

2.1 户外公共屏幕：基于商业价值的强制传播模式

在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大型户外公共屏幕已成为

部分城市主要商圈的组成部分，城市商圈的典型配置已经成

为一种广告形式，城市街道公共屏幕属性几乎被商业所垄

断，户外公共屏幕基本上全是户外商业广告。

户外公共屏幕具有独特的媒体特性。首先，位置固定选

择固定的展示空间，凭借带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来吸引

众人目光，使其成为都市圈中心的地理标志。其次，它具有

多变的形状和灵活的可塑性。户外公共屏幕采用 LED声光技

术，显示各种电脑控制的图形动画，结合静态和动态图像、

2D图像和 3D 图像，全天候的向受众提供精美效果。

采用户外公共屏幕的强制接受的效果，而没有考虑广告

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事实上情感的作用和价值对于信息消费

者的心理和行为变化非常重要。基于此，户外公共屏幕仅仅

基于广告传播的原始心理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与户外

广告的交流中构建兴趣模式、情感模式和分享模式，是户外

公共屏幕未来演进的方向。

2.2城市公共屏幕：打造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上世纪末以来公共艺术大规模向户外街道迁移和使

用的背景下，因其与建筑环境的联系密切，户外公共屏幕直

接参与到了物质景观的构建中，并形成一种全新的建筑媒介

带给公众一种开放性的交流效果。传统户外公共屏幕作为展

示广告的媒介，已经远远不能捕捉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对

于城市公共屏幕，积极参与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呼声越来越

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届研究的关注。

在城市空间的建设中越来越注重具有现代特色的公共

屏幕，而这些公共屏幕在城市空间中成为越来越多用途的媒

体形式，并与建筑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建筑媒体。公共屏风

应充分发挥创造公共空间活力的潜力，将现有的商业城市公

共屏幕引入文化内容的展示和与市民社会的互动，以整合其

他屏幕形式，形成城市公共空间的新结构。

从全国各城市公共屏幕建设现状来看，规划设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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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文化表现等都需要不断完善，尤其是公共屏幕与环境

的整体布局规划要重点突出文化创意性和投放使用时图像

的交互性，使公共屏幕成为城市公共交流空间的“气眼”，

将公共性的服务和议题植入公共屏幕之中，创造城市的集体

记忆和城市的公共领域。公共屏幕将从单纯的商业广告应用

转变为具有城市文化性的公共交流空间。城市屏幕媒体与媒

体驱动城市的互动建设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话

题，将引领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3 成都太古里网红 3D 公共屏幕分析

成都太古里的大型 LED屏幕现象级火爆的背后是技术的

革新，由联建光电为成都太古里盈嘉大厦打造的裸眼 3D曲

面大屏。屏幕总面积 888平方米，相当于两个标准篮球场，

8K 分辨率，90°L角。边角采用曲面平滑技术，实现无缝 3D

裸眼效果。在 10 月 2 日“裸眼 3D 赛博朋克飞船”视频上线

当天，#成都太古里裸眼 3D 屏#以 3.2 亿阅读量、5.6 万讨论

量登上全国微博热搜榜 TOP5，国内外媒体竞相报道事件。“太

古里飞碟”在抖音上也很受欢迎，每个视频都有 20 万+个赞，

播放量上千万，关键是这种热门视频呈现的是规模化效应，

传播速度相当惊人。这艘“裸眼 3D 飞船”代号 U-1，是由联

建光电和视觉艺术构思公司燧石行（FLINT WALK）联手打造

的数字艺术项目“你好，世界”。为让效果更加逼真，制作

团队还在屏幕上安装有音响装置，来模拟飞船入库时的音

效。多感官的互动使人们达到了沉浸的感受，实现了裸眼 3D

和赛博朋克带来的未来科幻效果。

图 1

图 2

随着显示技术的发展，屏幕的进步的不仅体现在画质和

尺度上。就像 AI 智能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和冰冷的家用电器有

了交互的可能；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城市数字化；5G 技术的让

万物互联。楼宇间的大屏也从 2D 单向展示，发展到市民路

人都可以参与互动的数字媒介动态屏幕，人们可以从户外公

共屏幕中获取地方信息并感知城市文化和风貌。因此，公共

屏幕蕴含着丰富的城市价值。

图 3

能肯定的是在公共意涵方面，当太古里的公共屏幕出现

“裸眼 3D 赛博朋克飞船”时，很多人拿出手机记录这一刻，

他们将所看到的景象发在各自的朋友圈之中并相互点赞和

评论。集体观看的体验让人们感受到了群体与文化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城市里的公共屏幕以引人入胜的内容来吸引市民

重新回到街道和广场，当人类的观看行为变得公开时，对象

就变得可见。正如桑内特所强调的“当在公共领域展示的一

切都可以被看到和听到时，才具有尽可能广泛的公共性”。

城市空间的集体观看与共享让观众能在人群中畅所欲言，以

及对评论的反馈。因此，公共屏幕在城市中的出现和传播，

催生了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临时社区。在这个社区里，人们

沿途相遇，短暂相遇后又擦肩而过。而公共屏幕所营造的空

间也蕴含着人与空间关系的记忆与再现，具有物质与人文的

双重意义。都市公共屏幕作为城市的外衣和装饰物，它代表

了城市的形象。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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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公共交往的大环境下看，在成都最大的屏幕所创

造的空间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稀疏的。来来往往的人看

一眼屏幕后就彼此擦肩而过了。灯光秀虽然利用了新媒体的

艺术吸引人们聚集在街头，但这种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方式

只会让观众被动接受；另一方面，大多数人“依赖”手机观

看和交流，在线上不断地拍照打卡，人们忽略与周围最亲近

的人的交流，而是转向朋友圈点赞和对远方的人评论互动。

决定城市视觉体验背后的力量也决定了人们的感官，但个人

意识也受到了阻碍。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传播还取决于“公共

屏幕上传播的内容和传播的大头是否能够构建哈贝马斯意

义上的在场民众的互动行为甚至公平的舆论”。因此，如何

更好地了解城市公共屏幕的交互特性，增加个体参与和各阶

层、群体之间的交流机会，是成都市公共屏幕发展亟待解决

的问题。

4 结语

户外公共屏幕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城市空间的媒介化

和可视化趋势。城市已经是布满数字媒介的空间，而城市公

众作为消费者在不断的和城市媒介“见面”。然而，公共屏

幕的性质，使其与数字媒介在公共领域创造的个性化私人空

间完全不同。公共屏幕以社会服务和公共干预的形式将人们

带回街头。街道再次成为陌生人的聚会场所，公众互动的公

共屏幕破坏了管理者和组织者对空间外立面的绝对控制。同

时，公共屏幕也提供了一个增加公众参与、提高城市知名度

的机会。它激发陌生人之间自发的社交互动，将通过协商的

社会文明转化为不受任何人控制，而是源于陌生人的相互互

动（如跳舞、游戏、与空间或技术系统的关系等）的行为准

则。这样的社会文明不是“亲近”的结果，而是经验交流的

结果。于是，公共空间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人们可以

相遇、倾听的空间，不相识的人可以在这里相聚交流、互动、

分享。通过思考、观察和交谈的过程，人们获得了更广泛的

集体认同，并加强了对城市空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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