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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到地铁文化墙到快步走过，一般乘客可能只需要几
秒钟时间。而正是这样惊鸿一瞥的艺术形式，却将大量丰富
的文化信息留存在人们脑海中，让乘客或加深对这一城市历
史文化的了解，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修养——连日来，本报
记者对地铁文化墙在国内的出现及其设计理念等相关问题
进行采访，为您解答地铁文化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火车站“记忆 绿皮车”
空调普快、高速动车、高速铁路、地铁……现在人们的出

行越来越方便快捷，那慢悠悠的绿皮车，也渐渐驶出了人们
的视野。郑州地铁1号线火车站的文化主题墙以“记忆 绿皮
车”为表现目标，将绿皮车定格在人们的视野和记忆里。

“绿皮车在漫漫铁轨路上奔波了 60余载，承载着一个
时代的希望与梦想，现如今它越走越远，留给我们的是深
深的怀念，它烙下了多少人奋斗的足迹，它是时代背景里
的你我，延续着希望与梦想……”上海现代建筑装饰环境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马凌颖告诉记者，“郑州火车站是
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老火车站，我们希望能将郑州沉甸甸
的历史厚重感表现出来，而绿皮车承载着一段城市记忆，
用它来表现‘厚重’很合适。”

马凌颖介绍，“记忆 绿皮车”采用搪瓷钢板为主材，用喷

绘的形式呈现出绿皮车厢和车窗的图案，车窗里是各种各样
的人物照片，他们之间的故事引人遐想，“整幅墙面看起来比
较人文，喷绘加老照片的表现手法会拉近与乘客的距离。”

了解城市的文化名片
谈起地铁文化墙的发展，中国壁画学会工程部副主任

赵健峰告诉记者，中国地铁文化墙最早出现1982年左右，运
用于北京地铁2号线，“那时仅仅在站台层出现，以壁画为
主，功能偏装饰性。”赵健峰介绍，后期新建地铁基本都有文
化主题墙，如2006年南京地铁1号线就设置了8个站点的文
化墙，而北京后期地铁基本上都逐渐设计有文化墙。

赵健峰认为，地铁文化墙的出现和发展，是随着近5年
来中国地铁高速建设发展起来的，总体来看，地铁文化墙
都与地铁所在城市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连。

“文化墙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是功能性与艺术性的完
美结合。”西安美术学院设计系艺术与科技专业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路葵告诉记者，地铁文化墙十分
注重与区域文化相结合，“文化墙是展现城市历史文化的一
面镜子，这面墙是了解这个站点乃至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

郑州市雕塑壁画院院长张松正认为，地铁作为公共场
所和快捷通道，是文化展示、文化宣传的重要场所，堪称

“公共文化阵地”。就郑州地铁文化墙而言，就是展示中原
文化、向全国乃是世界宣传中原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

据悉，郑州地铁1号线20多个站点中，原定9个站点有
文化主题墙的设计，但紫荆山站文化墙设计因故取消，最
终，将有农业南路站、黄河南路站、二七广场站、会展中心
站、绿城广场站、桐柏路站、郑州东站、郑州火车站等8个站
点的文化主题墙与观众见面。

永不凋谢的艺术展台
“地铁文化墙是一种移动空间的艺术，乘客从室外自

然环境进入到冰冷的人工环境，需要清爽的图案来缓解这
种视觉上的落差。”李路葵说，文化墙是与乘客情感连接的
场所，它以艺术化的形式走近大众，“特别是现在的广告铺
天盖地，视觉污染比较严重，在这种环境下文化墙作为一
种精英文化，承担着传达美的重任。”

赵健峰说，在艺术手法上，地铁文化墙的体量较大，画面
艺术构成感强。“现在新建城市地铁基本上都有地铁文化墙
的展示。”赵健峰表示，这说明地铁文化墙是一个展示本土文
化的优良平台，同时也是潜移默化提高市民艺术修养的有力
方式，“艺术不是高于大众，而是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

在艺术特色上，张松正认为，地铁文化墙应该以本地
文化为主线，结合站点设置进行设计。“一个美术馆，一天
能有几百、几千人去看就了不得了，但地铁文化墙每天的
观众会以万计。”张松正说，虽然每个城市对地铁文化的展
示各有不同，但大家对地铁这一公共空间的利用和重视都
有共识，“希望郑州地铁文化墙对郑州、对外地乘客都有一
个无形中的影响，让大家更加了解和认识本地文化，让全
国和世界更加了解中原！”

传承文化 提升修养

惊鸿一瞥地铁文化墙影响深远
本报记者 左丽慧 秦 华

郑州地铁1号线火车站文化主题墙（效果图）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11月30日、12月1日和12月21日、22
日，来自济南儿艺、浙江话剧院的经典剧目《七色花》以及《匹诺
曹小木偶变变变》将在郑州市青少年宫演出6场。

据了解，此次演出将邀请河南七色花福利幼儿园的特殊儿
童群体和家长参与演出并免费观看，同时呼吁小观众们在观看
演出的同时，把看过的童话书、用不完的玩具等带给这些需要
帮助的孩子，未纬民生童话剧组委会将把收到的爱心物品带给
他们，并为特殊儿童免费捐赠一份图书文具大礼包。演出开始
前，福利院的孩子们还会给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节目。

由郑州未纬民生文化传媒承办的“全国经典儿童剧展演”已
是第三年在我市举办。本届演出包括《皇帝的新装》《天鹅湖之
魔法森林》《西游后记》《小蝌蚪找妈妈》《七色花》《匹诺曹小木偶
变变变》等 6部儿童剧 15场演出。演出剧目以“点亮童心、爱撒
中原”为主题，邀请国内顶尖剧团带来经典童话剧目，力图通过
优秀儿童剧展演，让孩子们感受经典童话舞台剧的魅力，提高儿
童的文化艺术欣赏。

经典儿童剧周六开演
欢迎捐献儿童用品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上周末，电影《饥饿游戏2：星火燎原》以
1.61亿美元的首周末成绩登顶上周北美票房排行榜，并创下2D
电影在北美影史最高的首周末成绩。电影热映也点燃了图书市
场，记者昨日从作家出版社获悉，电影同名系列小说近期由该社
出版发行。

“饥饿游戏”三部曲由美国畅销书作家苏珊·柯林斯创作，被
称为“2008年以来最令人惊奇的系列小说”，每一部都登上《纽
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美国今日报》等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
名，佳评如潮，获奖无数。2008年，首部曲《饥饿游戏》出版，惊
悚大师史蒂芬·金和《暮光之城》作者史蒂芬妮·梅尔都承认“无
法停止阅读”。2009年，第二部曲《燃烧的女孩》出版，12月初获

《时代》杂志选为年度十大小说之一。2010年，终曲《嘲笑鸟》美
国版上市，许多读者从前一晚就大排长龙等待购书，《美国今日
报》指出：“这是继《哈利波特》和《暮光之城》之后，第一次有一部
小说这么受众人期待。”

据了解，改编自《燃烧的女孩》的影片《饥饿游戏 2：星火燎
原》上周末以1.61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刷新北美影史11月最高首
周末成绩，并成功打破由《蝙蝠侠前传3》创下的2D影片首周末
票房纪录，首周全球票房高达3.077亿美元。有观众评价影片铺
垫过长、高潮却太过仓促，但读过原著小说的观众却明白这是种
误解，作者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平民生活区与统治阶层间的强烈
对比以及矛盾冲突，最终将故事的落脚点放在阶级对抗与人性
升华的层面上。

“饥饿游戏”系列小说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专电（记者 周玮）“‘走向西部’这个主
题贯穿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理想，几代艺术家都在西部丰
厚的人文历史、多彩的民族生活和壮丽的大自然景色面前激起
创作的兴趣，关于西部的美术作品拥有极为鲜明的中国气派。”
从馆长范迪安的这一席介绍，我们可以想见中国美术馆日前推
出的“走向西部”馆藏精品展的宏大气象。

张大千、孙宗慰、常书鸿、董希文、叶浅予、黄胄……这些美
术大家都与西部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 30年代全面抗战爆发
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西北遂成为重镇。不少艺术家、考
察团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在西南、西北等地写生作画，考察游历，
展开20世纪中国美术的西部之旅。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西部建设
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西部主题美术也进入新时代，美术家
有组织或自发走向西部进行民族美术的探索创作，成为 20世纪
中国美术的重要现象。

作为文化部 2013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本展
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馆藏西部主题作品 150余件，跨越国画、油
画、版画、雕塑、连环画等各艺术门类，试图从发现西部、高原阳
光、寻源拓展三个章节来展现 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艺术家走向
西部这一重要艺术现象，透过历史叙述，勾画出20世纪以来中国
艺术家发现西部、认识西部、表现西部的创作历程，挖掘西部美
术创作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展览将持续到2014年1月9日。

中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

再现上世纪西部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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