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今年，上海地铁发展已经走过 !"年的
历程。上海地铁起步不算早，但短短的二
十年里，建设速度却是世界第一。现在它
除了每天承担着整个城市近半的客流运载
量，还有逐渐成为上海地下美术地图的一
大亮点。

从“细胞”开始生长
地铁艺术走向互动
将来，上海地铁站会是什么模样？业

内人士介绍，将变身大型的地铁公共艺术
馆，艺术馆将由小站点的艺术“细胞”、中型
站点的艺术长廊、大型站点的艺术馆共同
编成，比如徐家汇站、人民广场站、浦东国
际机场站、迪士尼站、虹桥火车站、中华艺
术宫站等都适合建设中等艺术馆；而“细
胞”型艺术馆的规模在五到十二米，并且争
取公共艺术的覆盖率达到 #""$。与此同
时，艺术种类也将大幅增加，还将与上海双
年展、上海国际设计展、上海国际电影节及
艺术家们联动。

传统的地铁艺术包括雕塑、壁画、小
品、装置等，但近年来它们渐渐互动起来，
就连壁画海报也有互动。后滩站的“炫彩
新潮”是一套玻璃媒体互动装置，以通透的
玻璃圆管矩阵与漂浮的彩球为基本组合。
客人经过时，管内小球就会呈现出波浪状
的优美律动，晶莹的玻璃里就开始潮水起
伏，看着心里很舒服。

让艺术互动起来的驱动力当然是政
府。今年元月，首届上海地铁公共文化周让

人印象深刻。启动文化周的一个标志性事
件就是人民广场车站大厅的音乐角，上海
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与音乐学校学员甚至盲
童同台演出。在 !号线徐家汇站台上的发
泄柱也很有意思，任你打任你踹，广告词说
得还美：“每年有 %&!'分钟你在站台上等
待，别浪费来打几拳。”

天赐良机流动升级
设计跟上建设步伐
众所周知，地铁里空间狭小，客流众

多，如何让熙来攘往的乘客待着舒服、看着
养眼？当然需要艺术跟上。随着地铁建设，
地下空间的环境艺术受到决策者、设计者
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艺术化的环境营造
在地铁线路上逐步经历了“点———线———

网”的演变发展过程，而现在更是形成了政
府主导、专家唱主角、全民积极参与的良好
氛围。
这一时期，市委市政府响亮地提出了

“让地铁车站成为城市风景点”的口号，随
之而来的就是地铁车站全面铺开“公共艺
术新改建系列工程”，上海地铁新老线路等
&条、(#座车站全都被纳入。随后不久，大
家就能在 )号线龙阳路站看到“花间飞舞”
田园风光铜板壁画，*号线徐家汇站看到
“海上印象”大型丝网印刷壁画，还有 %"号
线上海图书馆站看到“知识之梯”大型浮
雕，看到高校的“+,-,”站名，整条 %"号线
一站一花卉的营造国际上也不多见；而 &

号线更是出现了清水混凝土这样“天然去
雕饰”的时尚车站。

%"号线“颠覆了我对地铁的印象，不
再使用单调的颜色标识，用缤纷的色彩在
乘坐途中带来不同心情，且柱体上的四季
花卉栩栩如生，简直将地铁变成了一座地
下艺术长廊。”天天乘坐这条线路的同济大
学郝老师描述着他看到的地铁艺术变化，
感慨万千。
在上海，有哪一种地下空间超过地铁？

虽然地铁建设的初衷是缓解城市交通压
力，但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后，如何将这
个“大舞台”琢磨得诗情画意就成为更迫切
的需要了。所以，地铁车站空间环境的艺术
化是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上海获得世博
会举办权后大张旗鼓开展的工作，可以说，
世博会为地铁环境的艺术化升级提供了天
赐良机。

上海地铁二十年的飞速进步让人梦想成真!

上海地铁的艺术化环境营造成绩同样让人欣喜不

已"

上海地铁环境艺术化进程中!政府功不可没!

处处强调亲民" 今年元旦启动的#地铁文化周$项

目!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标志着沪上公共文化新

一轮设施建设的全面启动%而&上海地铁公共文化

建设'!"#$%!"&'年(三年行动计划)更是雄心勃

勃!它是 (个方面的立体布局*新建的 #)个车站!

装饰各类大型浮雕壁画!布置 *"座车站近 &""幅

大型浮雕油画+标志性枢纽型车站!,上海好儿女$

形象和事迹上,广告黄金地段$灯箱!新建地铁车

站预留 $"米长的公益宣传长廊+开设,上海地铁

音乐角$!布置文化展示长廊+车厢内的展板拉手!

布置中外诗歌- 城市新老八景- 名家名画名言等

等!打造#上海地铁文化列车$%这些具体切实的文

化艺术建设措施!不仅让上海地铁在理念-科技手

段上! 地铁与周边开发的结合上! 水平在国内领

先! 艺术环境的营造水平使上海地铁在国内的领

导地位更为巩固%

应该说! 上海地铁艺术是在分享了国际地铁

文化的基础上向前进步的! 由于加入了上海海派

文化的地域特征! 相信未来也成为国际潮流中的

一个重要艺术流派%

将地铁加入地下艺术空间的#大家族$在上海

刚刚起步!因此不得不关注的重点是!上海地铁百

尺竿头可否再进一步.随着地铁空间的越来越大!

地铁站越来越宽敞! 我们当然可以为市民创造更

多的艺术和休闲空间! 地铁站更可以建设成为附

近居民的,文化艺术活动站$!使之成为市民休闲

娱乐的好去处"在这里!大家可以谈天!听书!演节

目!琴棋书画!样样都可闪亮登场!那时!地铁站就

成了大家的,文化大院$了!引领世界地铁文化艺

术潮流当然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这也需要我们的政府有组织地规划- 引导和

扶持!还要找好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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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动“细胞”艺术宫
———记上海地铁互动艺术化进程

! 本报通讯员 程国政 文 姜锡祥 摄

" 题内话

地下“文化大院”
! 上海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束昱

# 上海轨交 %号线海伦路站!进站大厅的墙面装饰

# 上海轨交 &号线静安寺站!进

站大厅内的大型浮雕"静安八景#

!# 生活现象在城市艺术中的思考

!$ 解读“克拉克艺术馆藏法国绘
画精品展”

!%& 秋之摄影很清新很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