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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民和游客认识杭州的“第一站”。地铁站名印还采用了浑

厚古朴的汉官印，一些重点车站的印章将由西泠印社知名篆刻

家进行篆刻，未来还将制作一套站名章复制品，放在各个站点

供市民乘客“打卡”集章。在上海，14 号线用紫砂制成的站名

墙，设计理念也取自于传统书画艺术。在香港，港岛线地铁站，

全线最有特色的是除了杏花邨站及柴湾站外，站牌都是书法字

体。它们都出自前议员区杰棠笔下，区杰棠写的第一个站名是“金

钟”，“看着就像一幅画，仿佛还能听到钟声。”据说是因为

港岛线的月台大多都是比较窄的，为了让月台的乘客舒缓紧张

情绪专门进行了这样的设计。

地铁衍生的艺术文创

随着地铁空间的发展，地铁衍生品及文创，也逐步成为地

铁艺术的一种形式。

李龙是收藏地铁卡的行家。从 1996 年开始关注并收藏地铁

卡到 1999 年自己创建中国地铁卡网，一直与地铁卡有着不解之

缘。之前收藏的地铁卡相对单一，比如，生肖卡、拜年卡。近年来，

上海地铁开始跨界创新，与大耳狗、胖虎、天文馆等各类 IP 联

名，在建党百年、冬奥会等重大节日推出纪念卡等。 

在梁伟杰看来，除了地铁票卡，“可阅读”的地铁站以及车厢，

也是重要的地铁文创载体。

特别是在人民广场站建成“上海地铁音乐角”“地铁文化

长廊”“中央展台”核心文化圈，形成了以人民广场站为核心，

4 号线环线则为文化环线，文化列车、车站建筑艺术、地铁票卡、

虚拟空间等为展陈形式的地铁公共文化体系。

网络一片赞扬声中，同样有质疑的声音。“地铁站就是运

人用的，如此搞地铁艺术，值得吗？”地铁中人流量大，步履

匆匆，能停下来仔细观摩艺术品的人少之又少，“地铁公共艺术”

对公众审美能否产生有效作用？”

对此，有专家回应：公共场合的色彩、设计对社会的影响

是潜意识层面的，无意中看到的东西会慢慢影响大众的审美趣

味与人文情怀。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柳立子认为，

一个城市在地铁网线达到 500 公里之后，地铁对于城市的功能

和意义就会开始变化，转而承载产业方面的诸多功能。

当今中国，地铁在承担市民出行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同时，

同样创造着产业价值，甚至可以改变城市格局。这反过来要求

城市管理者，在地铁建设的过程中，不仅仅考虑到通行性、安

全性和经济性，还要通盘考虑，站在整个地区综合经济体的高

度上，全面考量和提升其价值。

薛峰认为，地铁艺术作为稳定场域的公共艺术，要根据不

同的地方、环境去构思，规划。媒介出来以后，需要表达公共

艺术的集群介入。比如，豫园路站由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做

新媒体的艺术家等组成，不同专业的人共同打造这样的空间，

跨界合作也让地铁艺术更精彩。

目前，中国地铁公共艺术发展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投入和保

障机制，也需要有运营负责地铁公共艺术展览和活动，以及文

创产品开发的主体单位，才能得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繁荣。地

铁是“十年建设、百年运营”，地铁公共艺术更是“百年运营”

中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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