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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公共艺术设计与红色历史文化相关性研究 

———以江西南昌为例 

邓瑛1 

（南昌航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摘要：南昌地铁一号线四个站点公共艺术的文化墙建设以其造型语言多元性、构成元素相融性特征，体现着南昌历史人文

资源特色，丰富了南昌城市公共艺术建设内容，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它们具有一定的现代美学意义，但从受众对视

觉语义符号理解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在与南昌特有的红色历史文化“八一精神”的联系上存在视觉亮点阙如，

连续宣传力度不够。因此，本文从提炼视觉形态、借鉴装饰构图、使用材料工艺等方面研究相应的公共艺术设计方案， 充分发

挥红色历史文化在南昌城市地铁公共艺术建设中的精神教育价值、历史见证价值、情感寄托价值，加强受众对南昌地铁公共艺

术的理解，弘扬南昌红色历史文化，促进南昌城市个性化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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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共艺术，就是那些被置于公共分享空间中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甚至能吸引人们积极参与的艺术视觉形式。这些艺术

视觉形式蕴含了丰富的城市文化与社会信息，涵盖推广性、纪念性、标志性又或是娱乐性的内容。公共艺术不仅与周围空间发

生关系，而且和空间中活动的人发生互动关系，使之能够被人理解接受，产生共鸣。城市地铁兴起代表着人们对城市地下空间

的拓展和利用，以标识性地铁入口、地下空间装潢、公共空间工艺装饰和公共设施与之相匹配。地铁空间除了能够有效的缓解

交通压力，满足人们的交通需要之外，也逐渐形成为社会公众沟通分享艺术和文化的交流场所。地铁公共艺术是城市中不容忽

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可以反映城市的历史风貌、人文个性、文化特征，可以普罗大众的精神需要，亦是公共文化传播越来越重

要的载体。客观上说，中国地铁公共艺术起步很晚，数量不少，但有深远社会意义和文化影响的作品较少，实际上还处于发展

的初期。伴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急剧扩张，全球一体化导致城市发展理念和整体设计思想趋于雷同，越来越多的人们置身于城

市空间却找不到城市归属感，却开始怀念那些城市缺失的独特景象。这些都让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建构基于城市独特地域历史文

化特质的公共艺术，并促进城市塑造的差异，发挥公共艺术设计在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带动城市文化发展、促进城市文化积淀

中的最大价值。 

一、城市地铁环境中的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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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地铁公共艺术的特征 

1.传播公共性 

“公共性”针对地铁空间中流动的受众而言的，包含场地开放和信息共享参与两方面含义。场地开放指的是地铁公共艺术

的设计是对大众开放的，要与大众生活、大众趣味和大众需求联系起来，并不能只是由政府和精英艺术家出谋划策，其效果要

使受众达到某种社会认同和归属；信息共享参与指的是地铁艺术的物化视觉形态要通过城市的集体记忆、大众的公共意志来体

现，并能够引导和促进公众对于社会文化参与、城市精神的弘扬。 

2.地域历史文化性 

地域历史文化性指的是强调地域文化意识和历史形态的公共艺术营造形式， 可以把我们引向历史，领入未来。每个城市都

有久远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或无法忘却值得被纪念的历史事件，地域历史文化性对城市形象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其价值在于能

够帮助艺术家去回忆理解、去想象诠释、去思考创作某种可以向人们讲述的，有生命的艺术形式，可以传递民族、国家、城市

的历史文化信息，区别于一个纯粹物理性的，没有生命力，单纯审美的公共艺术形式。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本源》一书中指

出，艺术本质上就是一种创建历史的历史
[1]
，所以因为包含诗意性和历史性的公共艺术能够为城市文化形象和城市文化精神做出

了美学贡献，每个国家、城市、地区都可以借此形成鲜明的文化表现和价值传导，这是给予行走在地铁空间里的人们最好的馈

赠。纵观城市地铁发展史，那些能够被人们记住和称颂的伦敦、巴黎或是俄罗斯地铁公共艺术空间，已经成为乘客与城市文化、

城市历史、意识形态互动的精神场所，甚至是“城市地下文明的公共会所”。历经了社会时代风雨变迁之后，它们依旧担当着它

昔日的角色，不断聚集和翻新城市生活的激情和活力，无处不凸显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性，反映城市的人文精神。 

3.艺术表现形式多元性 

艺术表现形式是公共艺术适当的语言修辞表达，结合技术与艺术、科学与美学，使得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给人不期而遇

的惊喜。一方面，地铁公共艺术表现形式风格受城市整体风貌的影响。芒福德曾说：“城市孕育了艺术，也成就了艺术；城市创

造了剧场，也成为剧场。”
[2]
所以因为城市中的人物、事件到整个城市整体，都是当下和历史、物质和精神、现实和想象、客观

和主观、文化和审美的综合结构体，导致了城市公共艺术形式与风格可以非常丰富；另一方面，地铁公共艺术表现形式受客观

现实条件因素的制约。比如地势空间环境的差异、艺术家的造诣、社会公众的文化程度和艺术鉴赏水平、情感需求等等方面。

从雕塑、绘画、装置、多媒体的艺术手法中，地铁公共艺术可以分为静态、动态、交互表现形式；根据地铁公共工程规模的形

态它可分为平面形态表现、三维形态表现、虚拟形态表现。 

（二）城市地铁公共艺术的构成要素 

1.地形空间 

地铁公共艺术首先是依托空间地形的一种艺术形式，不同的地形空间影响了地铁公共艺术的形成。设计师在尊重和理解地

形空间的前提下，因势利导，表达自己的意图和不同的文化含义，还能借助有特色的地形空间造就有特色的人文特色景观。援

用瑞典号称从自然岩石中被凿开的“地下艺术长廊”斯德哥尔摩地铁的成功案例，该项目保留了原来的自然岩石地质构造特征，

99 个车站一半以上都用心营造成岩石洞穴，并在顶棚、墙面装饰着不同的艺术岩画，造型独特，气势恢宏。 

2.材料工艺 

材料工艺是地铁公共艺术中最为必要构成媒介要素，材料以其特殊的形态、色泽、质感，影响和改变着人的视线和视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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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艺则能够组织出具有特殊质感的视觉效果。比如莫斯科地铁胜利公园车站里那些记录两次卫国战争胜利的精美写实壁画

都是由丙烯蛋彩完成，既能满足人物写实记录风格，又能在色泽上保证让其发挥出赏心悦目的光泽。材料的选择和工艺技法都

与公共艺术传达出的精神和感情效果息息相关，设计师也通常用它们来创作表现和解决问题。 

3.艺术尺度 

艺术尺度指的是公共艺术设计的衡量标准，要围绕人的视觉适度而展开。公共艺术的尺度应由其功能性和环境的制约性决

定，不能盲目下结论，比如壁画，受环境的主次以及人流量影响，如果只是点缀的作用，那就对尺度适量控制。但如果是为了

有意的制造视觉上的张力，强化人们对作品所刻画主题的感觉和认识，尺度就要放大。 

4.色彩灯光 

首先，色彩灯光是地铁公共艺术最大量、变化最丰富也最持久的要素。装饰色彩本身适合各种工艺材料的使用，但地铁空

间一方面要求色彩在制造明暗层次、冷暖颜色的时候要具有扩展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色彩为保持地铁空间区域要有限定性，即

在色彩的明度和色相方面要与整体空间统一和谐。另外，基于地铁空间必须有人照光照明的特殊性，其公共艺术的色彩要求受

光之后也能保持原有的色彩关系。其次，色彩如何传达情感，如何表达意义也是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核心。地下空间给人感觉

比较急促和压抑，容易产生紧张情绪，色彩可以制造特定的氛围，调节人们的心理状态。 

（三）南昌地铁公共艺术现状与存在的不足 

1.南昌城市地铁公共艺术已有特征 

南昌市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红色文化、古色文化、绿色文化资源丰富，南昌地铁一号线对包含南昌城市

特色公共艺术建设十分重视， 在四个站点打造出的文化墙是历史文化和现代美学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南昌城市建设风貌，产生

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力。其艺术表现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1）造型语言多元化特征。南昌现有地铁公共艺术分别采用了写实、抽象、写意性的丰富造型语言来表达艺术形态，使城

市文化内容呈现多元化特征。以铁路建设文化为主题的地铁大厦站墙画，所采用的写实性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地铁施工的复杂叙

事情节和建设者们强劲有力的外在形象，易懂亲切，让人仿佛置身在特定的故事氛围中；以赣鄱历史、人文、经济为主题展示

的八一广场站墙画为了凸显现代城市与传统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采用了抽象性视觉语言的表叙方式，将滕王阁、八一大桥、

绳金塔等建筑形态结构藏匿在汉字笔画符号中，并将鱼、山、树、山水，花也进行抽象，形体空透凹凸，疏密得当，伴随着涟

漪一样的韵律排列，如同音乐的美，构成内敛含蓄的文化风情；秋水广场站墙画所采用的写意性造型语言重在表现南昌候鸟的

印象，带有与湿地环境结合的朦胧性和模糊性意象，烘托出城市的诗意情感。 

（2）构成元素相融性特征。南昌地铁文化墙的造型语言、主题、肌理工艺与材料选择、灯光色彩上均有相融性，并且每一

种构成要素局部的价值都附于整体价值之后，融于主题里。例如八一馆站的井冈山自然风景墙画，在抽象造型形式和石材颜色

选择上采用一体化线性处理，重叠切割工艺，并与暖红色灯光交相呼应，形、色、光环绕下的环境气氛被加强，使红土地主题

更富于表现力，不亚于实景效果。 

2.南昌地铁公共艺术存在的不足 

（1）南昌“红色”历史文化亮点阙如。南昌地铁公共艺术现有墙画大多是以综合的手法、自然的形式高度集中展现赣鄱地

域文化，使之有“地方感”、“亲和力”、“历史感”。但是从匆匆走过的普通受众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经过艺术和审美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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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关部门的宣传，这些高度集中的墙画的内容信息对他们来说就在短时间内就不够具有辨识度，后续发力不足。甚至，那

些其中被剥离了具象形式的古色文化、绿色山水文化、红色文化视觉意象的传播效果会在理解上发生偏差，并没有可被亲切感

受的形式或确定性的形象。《江西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注重旧城改造中的历史遗迹保护与文化传承，注

重新城区建设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延续历史文脉，建设具有独特气质和内涵的赣鄱城镇。那么，我们在江西城市地铁公共艺术

设计中就绝不能抛开红色文化，不能抛开南昌与红色文化的联系。但是，目前能体现南昌起义以及伴随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

鲜血铸就的八一精神的地铁公共艺术作品并没有凸显。仅有的能够体现南昌红色文化中独有的八一精神在八一广场站墙画中的

呈现已经被高度抽象为其中的一部分视觉语义符号，以点带块几何序列分布成视觉风景，引不起受众对其中红色主题内涵的理

解，也不能打动公众的情感。 

（2）整体连续宣传力度不足，艺术形式单一。南昌地铁在一号线有 24 个站点，这些站点中目前仅有 4 个地标性的站有大

型墙画，且艺术表现形式单一，主题内容类型甚少，远远不及上海、南京、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南京为例，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几乎按照“一线一色一站一景”的理念，按照各个站点的特色统筹安排，美化包装，且表现内容都跟周围街区精神文明、人文

特色、城市历史、地域文化联系起来，指向明确、造型清晰、艺术形式传播力度强。比如，中华门站的墙画《明朝遗韵》、珠江

路站的墙画《民国叙事》、鼓楼站墙画《六朝古都》反映的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特色；南京站的壁画《金陵揽胜》、三山

街站壁画《灯彩秦淮》、元通站的壁画《璀璨新城》反映的是传统追溯与现代发展的南京地域特色。公共艺术的整体连续性对城

市形象的宣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南昌地铁在这方面下的力度还不够，比如八一馆站与八一广场站归属于南昌的红色地标

站点，地铁大厦站与秋水广场站同属城市经济商业中心站点，在公共艺术设计上的表现渠道却不尽如人意。 

二、红色历史文化对南昌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意义及其关系 

（一）红色历史文化是南昌城市地铁公共艺术设计的根基和特色 

红色历史文化是物质精神兼具型的资源，其特点是精神文化于物质上的外在表现，精神资源思想深邃，物质资源得天独厚；

其重要构成要素分别是语言文字和相关的历史文物古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是在南昌地铁公共艺术中极有开发潜力和开

发价值的内容；其作用有丰富南昌地铁艺术内涵、沟通世界与地区文化交流，促进南昌城市经济建设；其价值主要体现在：（1）

精神教育价值。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长征精神等都是红色文化特有的精神，也是对人们进行精神

教育的有效载体。比如八一精神，包含的是一种勇于拼搏、不怕牺牲，一种敢为人先、开拓创新，一种追求真理、坚定信念的

精神，对这种精神的反思能帮助大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创造积极的人生价值，具有人格教育功能；（2）历史见证价值。“八

一起义一声枪响”、“军旗升起的地方”都有力地印证了江西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是南昌乃至江西社会的重要的软实力，

可以影响南昌乃至江西人民的心态，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3）情感寄托价值。从安源运动到八一南昌起义，从秋收起

义到井冈山斗争，无数革命先烈在江西书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美人生，革命先辈在江西留下了不朽的“红色”传奇。母亲孩子

的泪水、英雄的鲜血、敌人的残暴，在这些环境中间，人们才能呼唤起自己内心的爱国情怀，才能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当代的，

还是属于历史的。 

（二）南昌城市地铁公共艺术是对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红色历史文化在给南昌地铁带来鲜明个性特征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给自身续写生命的活力。随着时间的逝去的红色事迹

和历史人物逐渐的在人们的记忆中被遗忘，遗址故居也在高楼林立，五彩斑斓的现代建筑群中被人渐渐地隐去。地铁公共艺术

是一种新时代的艺术形式，它不仅本身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且还是一种快速有效的文化传播平台。通过这个传播平台我们能够

将红色历史事件和红色人物的精神“再现”与“再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从而瞻仰前辈、激励后人，从而将红色文化盘活，继

续焕发活力。 

三、寓红色历史文化于南昌地铁公共艺术的设计策略与方案 



 

 5 

（一）提炼“八一精神”物化视觉形态的公共艺术方案：《八一精神》 

有学者在谈到如何创造城市个性时认为“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特色，关键是突出一点力压异端”，还指出“一个城市要形成

特色，必须要有自己的基调。”无疑，设计出鲜明的红色文化特色的地铁公共艺术作品，必须要挖掘南昌红色资源，突出重点。

那么，大量提炼和采用八一精神物化视觉形态要素成为最重要的环节，才能使之从众多的历史文化特征中凸显出来。“英雄城”

是江西南昌的矿世美誉，“八一精神”是南昌城市形象的一张红色的名片，也是南昌红色文化资源独一无二的特色，我们可以从

南昌以“八一”命名的建筑中提炼大量代表八一精神的视觉符号，比如“八一广场”、“八一起义纪念碑”、“八一大道”、“八一

起义纪念馆”、“八一礼堂”、“八一公园”、“八一大桥”。基于此，在八一广场站内的公共艺术墙方案可以采取将八一精神融入到

形象传播中的策略。 

《八一精神》作品方案中尝试在若干不同形状规则的石刻去表现地理上有连续性的、最负盛名的以八一命名的城市地标视

觉建筑符号， 蕴含着八一精神在高速现代化的今天仍能保持它特有的浓厚的鲜明印记，并展现新的活力；还有用传统单线刻画

的八一精神的书法文字，文字内涵对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树立具有重要意义。石刻镶挂在金黄色的毛面花岗岩上，恰到好处地体

现八一精神坚韧的特质。 

（二）借鉴传统装饰构图手法的公共艺术方案：《八一起义在南昌》 

《八一起义在南昌》主题方案以铜版丝网印刷手法着力刻画一批参加过南昌起义，以朱德、聂荣臻、贺龙、刘伯承为代表

的共和国帅将，再现南昌起义决策的提议、部队集中南昌、南昌起义的经过、人民军队诞生的生动场景，以人物带动故事情节，

加工成连续的历史片段组合。为了体现“八一起义”的庞大气势，借鉴了传统装饰中广阔视角的构图方式。正所谓“万物皆备

于我”，广阔的视角是画面宏观的考虑，画中人物在云水环绕中巍然屹立，恢宏壮观，错落有致，场景尽收眼帘，广阔的视角意

图给观者巨大的视觉震撼，让故事情节发生的饱满，富有历史见证性。 

结语 

除了“八一”精神外，南昌还有不少红色文化视觉要素，比如“朱德旧居”、“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国

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小平小道”等红色历史旧址以及方志敏、李世璋、赵醒侬等红色革命先烈人物也可以丰富地铁

公共艺术的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我们要不辜负这些可以让南昌城市地铁散发个性魅力的珍贵红色文化资源，多用、用好。沙

里宁曾经说过：“看你的城市，我便能说出你的人民在精神上追求什么”
[3]
。运用特殊的红色历史文化语言在南昌地铁公共艺术

进行视觉张力表现，其最终的目的是见证历史，表现社会所倡导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这也是一座城市形象构建的立足点，

城市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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