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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北京冬奥会的地铁空间文化软实力提升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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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旨在将冬奥冰雪文化与北京地域文化相融合，基于地铁车站的空间设计原则，以中国北京地铁八号线两个站点——奥
林匹克公园站、南锣鼓巷站为例，探索交互功能引入地铁空间设计的方式，改进站点的文化设施建设，符合当前时代要求
宣传中国特色冰雪文化内涵与冬奥会相关精神，满足民众的文化情感需求，充分提升地铁空间的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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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北京地铁作为人员流动的重要场所，其站内的空

间文化设计对北京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作为 2022

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的主办地区，对宣传中国冰雪文化与冬

奥会精神有着义不容辞的使命。

现代地铁不仅是一个便利的交通运载工具，同时也具

有城市文化建设的功能，在城市建设中，地铁站点空间也已

成为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所。伴随北京 2022年冬奥会的

到来，利用地铁文化空间建设大力传播冰雪文化，可以给公

众提供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激发内心民族自豪感，从而提升

中国的人文素养。

论文将基于地铁车站的文化建设原则，以北京地铁 8

号线南锣鼓巷站、奥林匹克公园站为例，利用交互技术改进

站点的文化设施建设，在彰显北京地域文化的同时，向民众

宣传中国特色冰雪文化内涵与冬奥会相关精神。将地铁作为

文化的传承媒介，推动中国文化发展，为北京其他地铁站内

空间设计提供设计经验与方向，发展民众、空间、文化为一

体的地铁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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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铁的空间文化建设简述

2.1 地铁空间职能转变

地铁空间作为公共空间，其内部建设是展示所在城市

精神与文化的重要渠道。现如今，人们对于外出交通的要求，

渐渐从功能性需求转向人文性需求。

因此，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空间的必要性需要关注：地

铁空间建设要满足城市自然和人文的需求、满足使用群众对

环境的了解需求、满足人们对空间规划的美的需求。通过地

铁车站空间设计、交通组织、公共艺术作品实施、公共信息

传达等主题，向公众呈现国内代表性地铁车站创新设计成

果，提升公共审美素养及公共空间品质。

2.2 地铁空间中的文化建设

地铁车站空间介入文化元素的基本需求

①满足城市自然和人文的需求。

这种需求来源于地铁空间的独特性，与人们日常生活

的空间不同，位于地平面以下，人们对于方向、时间、环境

的感知都会受到局限，通过公共艺术的介入，改善在乘坐地

铁的公众心理活动，提高地铁服务水平。

②满足使用群众对环境的了解需求。

无论对于生活在本城市的人，还是其他来到这所城市

的旅行者，与过去不同，公共交通手段逐渐从地上公交，

转变为地下列车，从构造城市形象以及记忆点的角度来说，

都受到了大大的影响，通过对于地铁空间的改善，从地下塑

造公众城市印象，加强城市宣传，在文化建设角度有着重要

意义。

③满足人们对空间规划的美的需求。

美的体验，是贯穿乘客整个行为过程的，是人的综合

感受 [1]。不同城市的地铁，通过不同文化建设的介入，产生

了各自独特的空间之美。在当今社会，人们的审美不断提升，

会对身处的空间进行评判和感受。优秀的空间规划会让人们

享受其中，使得空间效益得到最大化。

文化元素在地铁空间建设中的展现形式

①依附性质的物质形式。

该形式依附于地铁建筑之上，主要展现为壁画、墙壁

浮雕等以地铁内部建筑为载体的元素，伴随着地铁建筑的建

立与销毁，主要使用耐用材料进行创作。主要特点是可变化

程度较小，以视觉方式向群众传递文化内涵。

依附于地铁建筑之上的文化元素需要以不影响地铁人

流正常通行为前提，来塑造出当前站点的文化建设特色。主

要可以涵盖：所在区域的建筑特色、城市历史演变、传统技

艺等。

②展览性质的宣传形式。

该形式为精神宣传形式，主要展现为艺术展览以及宣

传活动，致力于感染人们的精神世界。主要特点为可变程度

高，艺术设计能力要求高。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

个感官发挥文化宣传的功能。

此形式需要综合考虑实行区域的特点、空间规划、展

现形式设计和当前区域的居民精神需求。主要可以涵盖海报

展览、艺术展览、宣传活动等。

③地铁文化产业的价值延伸形式。

该形式主要为延长地铁现有文化建设的产业链，通过

对已有价值的分析，延伸出更多周边产品或周边产业，使得

地铁形象深入人心，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地铁文化建设引入交互技术的趋势

在当前的地铁文化建设形式中，主要以地铁单方面的

文化输出为主，缺少了人们与所在环境和所使用场景的反馈

和互动，而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交互设计可以很好地

弥补这一欠缺，能够更好地让使用人群获得满足感、成就感。

①交互技术与地铁文化建设的融合要求。

交互技术作为辅助，地铁中包含的人文元素为主。即

利用现代科技优越性，交互技术需要辅助工具与空间发挥其

服务的智能，将空间内部结构与人之间的亲密互动进行共性

协调 [2]，达成在投入交互功能前未有的效益。

②交互式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空间方式。

A.通道式。

通道式空间主要指乘客步行经过和地铁通过的区域。

由于此时乘客正在移动状态，所观看的景观及画面是变换

的，因此交互设计的应用应以感应为主 [3]。乘客在此过程中

更注重设计的整体性和衔接性。更重要的是，通道式空间具

有较高的安全标准要求，因此针对此区域展开交互设计时应

呈现一定的动态性，可以采用声音感应、触觉感应和肢体动

作识别等。

B.驻留式。

驻留式空间，是指乘客能够长时间驻足观看的空间或

乘客的候车间 [3]。这种空间所包含的范围只有墙壁、顶板和

其他装饰物。在展开设计时，应融入有更深意味的内容，能

够使乘客在交互的过程中收获更多。并且可以通过信息技术

和网络技术等新型科技手段让乘客参与其中。这种交互性的

应用拉近了人与环境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使其所要传达

的文化内容有更强的影响力。

C.功能型。

功能型空间是指该空间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作用，因

此在进行艺术设计时应先满足其功能，这类空间主要有地铁

口、站口和导向地标等 [3]。展开交互式设计时，可以在满足

功能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科技。可通过艺术的构思变换地标

形态，体现设计者所要传达的更深层次内涵。

3 冬奥背景下发展北京地铁文化的方式

3.1 中国冰雪文化演变

冰雪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是随着寒冷地区人

们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发展演进而来的。人们从了解冰、驾驭

雪中获得了掌握冰雪活动的技巧，这是人类活动领域的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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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拓展， 是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一次新超越，更是人类

体育文化领域的一次重要开拓 [4]。

传统冰雪文化

①中国传统雪上运动的产生与演变。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运动形式，中国的滑雪历史

可追溯至 1万年前。而伴随时间的推移，滑雪活动不再仅仅

出于维持生存的本能需求，人们的滑雪器具也得到进一步改

良，逐鹿雪原与赛场成为深融于中华民族血液的基因密码 [4]。

到隋唐时期的人们对滑雪已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

识，无论滑雪板和滑行技术，均有了长足的改进。作为中华

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形成了各种不同形

式的雪上活动形式，并逐渐发展成为上述少数民族中传统的

雪上竞技活动内容。

②中国传统冰上运动的产生与演变。

进入明代，冰上运动形式更为专业化。人们通过掌握

冰面滑行的技术，在冰面上进行军事活动。清代除了直接用

于生产生活中的冰上活动，作为休闲娱乐与竞赛的冰上项目

专业特点更为浓厚。由于清王朝的重视，出现了民间与皇家

冰上活动多样繁荣的景观，标志着中国古代冰上运动达到了

高潮。冰上活动发展至清代，既是民间的一种生产、生活技

能，更成为一种国俗。

东西方冰雪文化融合

无论是中国传统冰雪文化，还是冬奥冰雪文化，均是

源于自然、源于生活，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逐步走

向了现代、走向了完善。综观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和冬奥文

化，均是冰雪自然资源与人类文明发展有机结合的独特文化

形态。

无论从冰雪竞技项目设立的日益扩展，还是冰雪竞技

参与者的广泛普及，都在昭示着与人类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活

密切相关的冰雪文化，正在突破社会环境的局限，走向世界

的各个角落，走向现代化。

现代冰雪运动的发展

现代冰雪运动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传入旧中国的，体

现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文化现象。它通过休闲娱

乐、军事需要得以传播和普及，并与中国的传统冰雪运动一

道走进人们的生活。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冰雪活动与国外现

代冰雪运动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互鉴共融的局面，为

新中国成立后冰雪运动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其他冰雪文化形式的发展

冰雪运动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普及至人们的日常生活

与活动中，冰雪运动的定位从竞技项目逐步转变，趋于全民

参与化，以艺术展览、娱乐等形式展现。同时，在市场上冰

雪运动的衍生产品不断扩充，推动了冰雪产业的形成，促进

冰雪文化的发展，提高了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意识。

在当前社会，冰雪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主要为以下三

点：基本目的为强身健体；主要特点为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

基础；本身具有较强的娱乐性、表演性 [6]。

3.2 北京冬奥文化元素分析

官方给予北京冬奥的口号为：“北京冬奥将秉持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理念，创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会的精彩，非

凡，卓越。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奥运动融入亿万

民众，让奥运盛会惠及发展进步，让世界更加相知相融”。

将会徽、吉祥物、举办地区特色、比赛项目标志等冬奥元素

（见图 2、图 3）融入地铁建设中，能够进一步拉进民众对

于冰雪文化的距离，潜移默化的发挥文化传承职能。

图 1 中国冰雪文化演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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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冰雪文化宣传与地铁文化空间建设的结合

冰雪民俗文化的研究与推广

冰雪民俗体育文化的根本在于它的健身性和娱乐性，

冰雪艺术景观作为旅游资源，所有冰雪艺术形式都有宣传、

开发利用的广阔空间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完善冰雪民

俗体育理论，健全其内容结构和组织形式，走科学化发展道

路，不断改革拓展，让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能够接受、喜

爱与参与 [6]。在人流量大的地铁站和车厢中进行多种形式的

图 2 北京冬奥元素内涵解析

图 3 2022 北京冬奥会主要举办地点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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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一种可行性强、传播效率高的宣传方法。

地铁站中冰雪文化、冬奥主题展览与微型博物

馆的建立

通过建立冰雪文化微型博物馆与展览，使各种冰雪艺

术景观，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形式及器具、场景等以微缩、仿

制的形式进入室内，可供路过的乘客观赏，同时开设冰雪艺

术摄影展、冬奥知识、冰雪产品展示等。

冰雪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地铁空间的文化融合建设需要在对当站地域文化充分

了解的基础上，对多种文化元素充分分析提取，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交通建筑的特征，有主次、有强弱地进行艺术创作。

地铁站中互动性场景的设置

可将冰雪文化与冬奥元素融入到地铁空间的布置，通

过互动场景的设置、趣味性互动与沉浸式的体验使更多的人

对冰雪文化感兴趣，拉近地铁内部文化空间建设与市民的距

离，推动民众、空间、文化为一体的地铁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4 北京地铁 8号线选定站点文化空间设计分

析

结合北京冬奥会发展规划与中国冰雪文化特色，文章

选定北京地铁中穿越中轴线及冬奥举办地的线路——8号线

进行调研，并选定其中和冬奥会相关、有北京地域文化代表

性、人流量交汇较多的站点——南锣鼓巷站、奥林匹克公园

站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分析其当前文化建设的优缺点，并

在现有空间设计的基础上和不影响地铁正常运行的前提下，

将区域的文化特色与冬奥会文化元素相融合，对该站点的空

间规划和文化建设进行改进设计，在体现该站点对应地点文

化的同时，更好地宣传北京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的相关文化

内容。

4.1 南锣鼓巷站现有文化建设分析

历史背景

南锣鼓巷地铁站的建设早在 2009年就已开始。由于建

设地铁站需要拆除南锣鼓巷周边的一部分建筑设施，导致人

们为保留文化还是提供便捷这个问题争执了很久。但人们最

终依旧按照规划进行，在保证文化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进行了

适当拆除，最终完工。

区域文化分析

南锣鼓巷地铁站地处最赋有老北京风情的街巷之中，

文化底蕴丰厚，周边布满了密集分布的文保单位（见图 4）。

此站还是北京地铁 6号线和 8号线的换乘车站，地处人流量

较大的区域，在交通这一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图 4 北京南锣鼓巷地铁站区域文化分析

站内现有文化建设形式

南锣鼓巷站的公共艺术创作主题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京

派建筑为主（见图 5）。

南锣鼓巷站内整体色调呈灰色、红色与白色。灰色采

取了南锣鼓巷中特色胡同文化中砖瓦颜色，红色与京派建筑

中的宫廷建筑的红色基调相统一，同时与南锣鼓巷中招牌颜

色相互呼应；展厅内墙壁的设计充满了传统建筑的抽象符号

元素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生活艺术元素。站外设计融合京派

建筑中四合院元素，使得远观南锣鼓巷地铁站，就犹如胡同

中的一处普通居民住宅一般，富有北京胡同的生活气息（见

表 1）。

图 5 南锣鼓巷站内部文化元素分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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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奥林匹克公园站现有文化建设分析

历史背景

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的在 2008年开通，它主要是辅助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群来往进出的一个重要的站点。直

到现在，作为 8号线和 15号线的换乘站，奥林匹克公园地

铁站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区域文化分析

奥林匹克公园站位于国家科技文化和历史文化的重要

聚集地，同时也位于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建筑

物旁边，在奥运会、冬奥会等重要国际项目来临之时起着重

要的交通疏导作用（见图 6）。

站内现有文化建设形式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站点的文化建设主题以冬奥精神和

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站内的冬奥特色主要由福娃元素和运动

元素构成（见图 7）。

站厅内部用冬奥元素点缀地铁站顶部以及墙面。这些

装饰主要采用各种综合材料，整体以灰蓝色为主色调，图案

主要以奥运符号和各种冰雪运动的图标为主；站点内部部分

空间采用浮雕式的立体造型，部分灯的装饰和屏蔽门上的点

缀均以二维图案为主；站点外部主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用鼓、编钟、古建砖瓦等元素向外国友人尽情展现了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见表 2）。

图 6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站地铁站区域文化分析

表 1 南锣鼓巷站文化建设形式与案例对比

应用位置 展现形式 文化建设 实际应用 相关案例

站外出口处

（进站口、出站口）

古建筑、传统纹

样、檐柱

京派建筑中的四合院元素，

富有北京胡同的生活气息

莫斯科 Solntsevo地铁站

站厅层顶部 京派建筑、房梁
提取了京派建筑中梁的代表

元素，颜色呈典雅的红色

Bleecker街地铁站

站厅层墙面

以拼贴的方式呈

现出的场景剪影

仿照四合院建筑

的灰色砖瓦

充满了传统建筑的抽象符号

元素以及具有北京特色的生

活艺术元素

蒙特利尔地铁站

展厅内部设置

（手扶电梯顶部、保护

栏杆、换乘通道口）

壁画、栏杆、

门洞

手扶电梯顶部采用了风车、

鸟笼等的壁画装饰

保护栏杆采用了汉白玉石栏

杆的传统元素

换乘通道口模仿了胡同文化

中的门洞样式
意大利 Toledo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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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奥林匹克公园站内部文化元素分析 [7]

表 2 奥林匹克公园站文化建设形式与案例对比

应用位置 展现形式 文化建设 实际应用 相关案例

站外出口处

（进站口、出站口）

一面由不同大小的鼓

组成的墙，使用重叠

的方式体现层次感

构造出中国鼓的大气

与豪迈，使用重叠的

方法将层次感体现得

淋漓尽致
莫斯科 Klenoviyd大道 2站地铁站

站厅层顶部
浮雕式的立体造型、

二维图案

采用不同风格的福娃

设计以及以蓝色为主

的冰雪元素设计

莫斯科 Solntsevo地铁站

站厅层墙面
用不锈钢镂空雕刻技

术重叠组成的图案

采用红色和黄色，绘

制出一幅中国式的背

景，中间是奔跑的

人群

新宿地铁站

地铁扶梯处吊顶
浮雕式的立体造型，

体现出厚度

以冰雪元素为主的设

计，烘托冬奥会的

气氛

斯德哥尔摩地铁站

5 冬奥文化元素建设构思

5.1 站内电子导引牌直观化、综合化

电子导引牌实现指示、宣传等多功能展示与交互。将

冬奥吉祥物放置到电子导视牌与地铁到站提示牌中，通过生

动的卡通形象，提升电子导视牌的利用率和体验性。

5.2 空白墙壁、空间有效利用

在不影响站内人流的安全性、便捷性的条件下，可将

空旷区域或空白墙壁加入更多有关传统文化与冬奥的可互

动性元素。例如，可在地铁通道处两侧设置电子屏幕展示中

国冰雪文化的历史以及冬奥会的发展历程。通过声音感应或

肢体感应等技术，没有乘客时屏幕呈现出静止的图片故事，

当乘客经过时，通过感应技术，屏幕中的角色跟随乘客的步

行速度，以中国冰雪文化历史为时间线，展开时空的穿梭。

乘客在行走的过程中，仿佛身临其境地进行一次时空之旅，

从而更加了解中国冰雪文化和冬奥精神。

5.3 列车内文化设计

目前 8号线列车内并无有关文化的建设。可将列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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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融入冬奥元素，如座椅、扶手、地面、车顶、站牌等。同

时可利用信息技术宣传传统文化与冬奥知识，如在车厢内部

设置交互性的冬季运动贴图、在车厢地面对应于各个座位的

位置设置滑雪板、在座椅背面设置不同高度的滑雪帽；运用

当代 5G技术，通过张贴二维码的方式与 AR结合，将冰雪

元素虚拟呈现在车厢中，乘客通过手机对二维码进行扫描，

运用相应 AR软件在手机屏幕上呈现雪花纷飞的场景，或者

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看到活灵活现的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吉

祥物。

5.4 指示牌文化设计

目前，8号线站内指示牌统一为蓝底白字，醒目亮眼。

可在不影响指示牌的直观性与功能性的条件下，在顶部装饰

上积雪，展现一种下雪后的状态；可以通过指示灯光色彩的

变化，展现冬奥会的特色，将通过的绿灯变为蓝色，将禁止

通过的红灯变成白色；可将有关南锣鼓巷的生活文化与历史

作为抽象元素提取出来，在导视牌中体现，既充满艺术性又

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同时，宣传该站点对于冰雪文化的普

及传承：“冰雪文化走进胡同，走进千万家”。

5.5 站内细节化文化设计

将文化传播贯穿到站内的细节设计中，实现统一性和

美观性，例如公告栏、售票处、进站刷卡器、站内休息座椅

等外观的文化设计，见表 3。

6 结语

论文选取北京地铁 8号线两个特殊站点为研究案例，

旨在为中国其他地铁站点开展文化建设工作提供可参考性

战略。未来的地铁文化空间，不应当仅是车站门前的涂鸦、

壁画，也不仅是几组展现城市历史的浮雕。地铁文化在体现

本土文化的同时，也要体现其包容性，更重要的是，地铁文

化应该是一种互动性文化，一种向平民倾斜、利于大众参与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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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交互式公共艺术介入北京地铁八号线的设计要素总结

交互式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空

间方式
应用区域 在北京地铁八号线中的应用 信息传达

通道式 换乘通道
利用声音感应或肢体感应等技术呈现中国冰

雪文化时空之旅
中国冰雪文化、冬奥发展历程

驻留式 车厢内
利用 、AR等信息技术，使乘客身临其境

体验冬奥运动
冰雪元素、冬奥运动、冬奥会吉祥物

功能型 站内空间
通过艺术元素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指示牌

的样式和颜色进行再设计
冰雪元素、冬奥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