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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一故事，百站一部史；一线一表
情，十线城市景。逛完南锣鼓巷，还能在
地铁站白描写实风格的 《城市记忆》 墙中
回味胡同生活的风韵。“城市公共艺术的
建设，是一种态度、一种眼光、一种体验，
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央美术学院城市
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地铁新线艺术主设
计者王中如是说。

地下空间：

地上城市的文化地图

像南锣鼓巷站这样展现老北京生活片
段的地铁站不在少数。!"号线潘家园站的
古玩买卖场景、# 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
装饰、$ 号线车公庄站的京剧脸谱墙……
北京地铁站里富有人文气息的公共艺术设
计，勾勒出北京街区的鲜活生活印记，让
乘客在匆忙的脚步中领略北京生活的细节，
感悟城市的魅力。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
办公室主任于化云告诉笔者，“北京轨道
交通站点的艺术化设计，是紧密结合其地
面的人文景观情况而成的，一般是选取相
同或者相似的元素，由地上文化向地下延
伸。”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介中看来，外
观风格只是地铁作为文化公共空间存在的
一种模式。静态的公共艺术与文化名人名
事合为一体，就是地铁文化的一种风格。
在台北有几米站，里面都是几米的漫画作
品。北京也未尝不可有鲁迅站、齐白石站，
把文化名人的作品渗透下来，让地下空间
也弥漫更多的文化气息。

对此，王中也表示，地铁作为平等的
公共交通空间，客流量大，地铁空间的艺
术设计展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印
记。“它不应该是简单的艺术装点空间和
艺术营造空间，更应该是艺术激活空间，
起着城市与民众交流的纽带作用，唤起乘
客对这座城市的喜爱和深刻记忆。”

公共艺术：

关注文化生活诉求

“当艺术作品走出画室，进人公共空
间，便具备了公共性。”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公共艺术专业研究生导师邹文说，“时至
今日，公共艺术已经摆脱了花饰的地位，
设计师们越来越关注人们内心情感的需求，
将自然原生态造型的设计引入公共空间，
为高节奏的工作人群在忙碌之余营造一种
回归自然的怡然气氛，才能更加符合生活
的诉求。”

每一条地铁线的设计都有其独特的风
格定位，地铁 $号线的站台设计也是这样。
据 $ 号线装修概念主设计师刘弘介绍，
“乘坐 $号线的乘客更多的是居住和工作在
北京的人，地铁站厅的设计要体现北京特
有的城市氛围和生活面貌，这样乘客才能

有一种归属感。”
地铁站作为一种文化空间，

更大的价值应该在于能够给市
民带来别样的生活方式，打造
不一样的文化消费场所。易介
中觉得，地铁文化空间也可以
成为一种动态的文化消费方式：
“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看，文化
是要去消费。许多国家都在地
铁站里打造了二维码书局，许
多文化商品都被展示出来。市
民候车时拿出手机扫到二维码
进行消费，回家之后商品也到了手中。现
在地铁文化空间的概念，是在关注老百姓
如何在地铁空间里面消费文化。利用地铁
的文化空间，打造不一样的文化生活方式，
增加市民的文化消费，这才是地铁文化空
间未来的生存之道。”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
它的抱负。正如王中所言，“我始终认为，
艺术就应该告别说教，深入群众，而不是
高高在上。”公共艺术更是应该连接起城市
的历史与未来，改善居住环境，能够给市
民带来一定程度上文化需求的满足。

提升空间：

市民的新式博物馆

回首整个北京地铁新线公共艺术的创
作工作，王中坦言：“最大的遗憾是我们
的机制还是垂直体系，搞规划的只负责规
划，搞艺术设计的只管艺术设计，规划、
设计与艺术很难在一开始就成为有机整体，
既缺乏了美学上讲究的和谐，也使得后续
艺术对互动媒体的需求等难以实现。”

走进法国地铁站，可以看到融合了新
艺术运动代表人物吉玛德极富浪漫主义色
彩的入口设计；荷兰蒙特利尔地铁站，可
以看到新表现主义风格的招贴设计和装置
设计；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可以看
见保留着原始挖掘痕迹的通道设计……邹
文说：“它们是经过专业团队详细地规划
和指导而成的，自然地融入了生活，又潜
移默化地发挥着审美功能。”

据了解，美国费城在 !%&%年就颁布法
律，强调整个城市的建设资金要拿出 !'的
经费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而当前我国
在学科目录调整中，公共艺术虽然已申请
成为二级学科，并逐步得到教育部的重视，
但在立法保障和运作机制上我们还有很多
提升的空间。”王中直言道。

对于地铁站文化空间的未来，易介中
觉得，地铁站可以成为市民的博物馆，在
地下的文化空间内阅览城市百态。他说：
“博物馆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展示里面的内
容，而非博物馆的装饰风格。每一个艺术
设计都应该把风格做好，风格是简单的事
情，更重要的是将内容与风格结合起来，
将地铁站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文化消费空
间。”

地铁
文化空间

马 翀 高晓远

("!) 年是新中国公派青年美术家留学苏联 $" 周年，为此，
中国美术馆推出“(" 世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美术
作品展。该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建馆 &"周年的重要学术项目。

这是留苏一代美术家群体第一次集中亮相，*""多件优秀作
品汇聚一堂，$"" 多件珍贵文献蔚成风采，将成为 (" 世纪中国
美术史上研究留苏美术群体的典型案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发展祖国的美术事业，国家决定公派留
学生赴苏联学习美术。从 !%&)年第一批青年美术家“留学到苏
联”至今，时间已过去了整整 $"年。这一代青年在留苏的日子
里与祖国共命运，肩负历史使命和事业重托，刻苦学习、研究和
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留下了难忘的青春与艺术岁月。归
国以后，这批艺术家为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理论建构和美术教育
事业辛勤耕耘，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书写了新中国美术崭新而
重要的一页。

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发展形势面前，举办“(" 世
纪中国美术之旅———留学到苏联”美术作品展，旨在通过展示
)" 余位美术家留学苏联期间的作业与作品及大量图片、手稿、
实物等文献资料，立体地反映他们学习、研究、创作的成果，真
切再现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火热生活和艰苦奋斗的求艺之路，进一
步认识留苏美术家群体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与作用，加强对
新中国美术发展历史的研究，也让广大公众欣赏和感受那一代中
国美术家的创造华彩。此外，重温与回顾这段历史的精神实质，
对当代美术教育和美术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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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美术家留学到苏联
赖 睿

初识刘新，是在 (""+ 年岁末，几位书画朋
友小聚。展纸戏墨是必不可少的，两位老者却让
这位青年人先开画笔。他也未作推辞，笔蘸香
墨，在早已铺陈摆设的宣纸上做起画来，只见他
胸有成竹，落笔笃定，时而线条勾勒，时而泼墨
酣畅，点染之中再现生活情景，墨韵之间荡溢浩
然之气。在场的人屏声静气，欣赏着这幅北国风
光图的完成经过。后来我才得知，他叫刘新，时
年 )+岁，河北邢台人。

后来的几次接触，使我了解到，刘新并非
“讷于言”，其实是“不愤不发”，他注重画品，
更注重人品，文格高。他出身农家，自幼喜欢绘
画，顽皮之余忘不了在地上用树枝画一通，进而
对小人儿书、画报之类十分着迷。在启蒙老师周
鼎先生悉心教诲下，他立志要画尽天下美景，醉
心绘事，跑书店、翻资料、求师访友，每遇画
展，节衣缩食也要赶往。

凭着这种精神，!%#) 年刘新考入邢台师范
美术专业，选择了山水作主攻目标。他从原始
的彩陶、青铜艺术，到秦汉的雕刻与绘画，再
从魏晋南北朝到盛唐文化，从敦煌壁画到五
代，以及两宋山水画的鼎盛，赵孟頫与“元四
家”的“书画同源”，“明四家”、“清四僧”、

“四王”等各时期的风格与发展，
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找
出“善为云中山顶，四面俊厚”
的绘画特点，力求画有独创，自
成一格。
“道不弘人，人能弘道。”他

经过勤奋努力，取得了丰硕成
果。刘牧、李小可先生对他评价
“有想法，很可贵”。为了进一步
深造，他到中国国家画院学习，

师从卢禹舜、曾来德、刘牧。其间，他珍惜点滴
时间，汲取营养，营造更臻成熟的笔墨语言。他
深刻认识到，天地之间，大美多多，“道常无
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他找到了自己的切入点，用主观的思维意向反映

众生的精神风貌，来解读社会，宣泄情怀。画家
刘牧说：“他从故里的人文、地理、历史中重新
体会了渔、樵、耕、读这个古老的命题，又从时
代的蓬勃发展的气象中感悟了不同于传统的笔
墨。”

也许他开悟了，灵感一直追随着他。最近又
创作了“太初有道”的作品。灵感源于道德经，
其主题由卢禹舜老师的静观八荒而引申，画面描
绘的胡杨树，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及不屈的意
志，在大自然里遵循着自然规则，默默恪守，是
激励人们勇往直前奋发向上的航标。山水画家卢
禹舜说：“刘新深入大自然去感受、体悟，深入
老庄思想中去品味、探寻，在唐人诗词文学中浸
润，迸发出精神的火花，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和寄
托，达到了心灵的释放和升华。”

继承传统 贵在创新
———刘新绘画艺术浅析

葛玉清

王云翔书法展在京举行

由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中国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中国收藏家协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中共镇江
市委宣传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政府联会主办的“游艺
守逸———王云翔书法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共有
精品力作 #"余件，真、行、草、隶、篆五体俱备，是
作者研习书法 $"年的一次小结亮相。白立忱、蒋正华、
李蒙、胡振民、言恭达等领导及近千名嘉宾出席展览开
幕式。

王云翔现为江苏省丹阳市书协名誉主席，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在展览期间举
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张荣庆、曹宝麟、薛铸、李一、梁
永琳、黄君、周祥林、赵立凡、张世刚、张铜彦、沈一
丹等著名书法家及专家学者对王云翔书法艺术进行研
讨。王云翔诸体兼工，尤擅楷、行、草，小楷精到古雅、
清秀静穆，大字气势豪迈、跌宕磅礴，深得业内好评。

（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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