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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地铁站”究竟藏着多少惊喜
彭 薇

交通运输部透露的数据
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底，我
国共有 54 个城市开通运营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325 条，
运营里程超 1 万公里，车站
6000 多座。

在中国不少城市，众多极
具中国特色的壁画、彩绘装饰
着多个地铁站，使得地铁空间
具备文化之美、自然之美、现
代之美。

比如，北京地铁 19 号线平
安里站的设计融合了多种传
统文化元素。站外为青砖灰
瓦的四合院建筑风格，站厅内
有仿古的栏杆、红柱子，梁上
是古色古香的彩绘。站厅穹
顶悬挂仿明代元宵花灯，立柱
为可旋转的“走马灯”灯柱，运
用皮影戏等元素，武生、花旦
等皮影剪影在旋转中跃动。
一些柱子上呈现喜鹊、竹子的
图案，表示喜上眉梢、竹报平
安等美好的寓意。

深圳岗厦北地铁站的设计别具匠
心，未来感拉满。地铁站的核心中庭采
用钢混组合结构，相当于 4个篮球场的大
小。阳光透过天井映射在地铁站内，格
外通透明亮。下方有一条全透明的玻璃
隧道，乘客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铁列车在
隧道里飞驰的全景。

上海地铁 16 号线滴水湖站，在今年
完成升级改造，一出站就可饱览滴水湖
的湖景，实现了城市交通到自然景观的
无缝切换。滴水湖地铁站是 16 号线的
终点站，俯瞰滴水湖站，整个车站的主
色调是不同明度的蓝色，好似湖水的渐
变光影。建筑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上
海市花白玉兰，它的流线型外观与滴水
湖的环状水域遥相呼应。

蓝天白云下，地铁列车从麦田边穿梭
而过。这样的景象出现在成都地铁大面
铺站，成都人将最美地铁站修建在希望
的田野上。在麦田生长期，一大片麦浪
如潮水涌动，远处是群山，近处有花田，
列车穿行其间，仿佛一张城市拥抱自然
的壁纸，充满着想象力，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地铁站也可以这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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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铁美学空间的发展，地铁衍生品和文创逐步成为
地铁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伦敦地铁创意产业是世界上运作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典
范之一。伦敦地铁专卖店里出售各类地铁文化创意产品，包
括伦敦地铁相关书籍、地铁车辆模型、家居用品、服饰、礼品
等，成为最受各国游客欢迎的商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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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等重大节庆及纪念日推出
纪念卡等。地铁卡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一些乘客每年都会
收藏一些特定的地铁卡，比如生肖卡、拜年卡等。

另外，广州地铁的霹雳一号包、天津地铁的列车积木、成
都地铁的仿真车辆模型、北京地铁的壁画文创水杯等，都成
为广受欢迎的“出圈”文创品。

在专家看来，一座城市在地铁网线达
到一定规模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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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的设计理念变
化，也是随着城市发展而逐渐演变的。

20世纪中叶之前是地铁站设计的早
期探索时期。比如，1900年开通的巴黎地
铁，部分车站采用了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
饰，入口处的铸铁栏杆和玻璃灯罩设计精
美。1938年启用的纽约地铁洛克菲勒中
心站，以其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闻名，墙
壁上还有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

20世纪中叶到 20世纪末，是地铁站
的功能与美学相结合的发展时期。地铁
站设计不再局限于基本功能，开始与美

学相结合。比如，1956 年建成的莫斯科
地铁，许多车站都装饰着华丽的吊灯、大
理石立柱和精美的壁画，堪称艺术殿
堂。1979 年开通的香港地铁，在设计上
注重空间的合理利用和标识系统的清晰
性，同时融入一些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
元素。

进入 21世纪，地铁站的设计更加注
重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发展。一方面强调
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另一方面
运用现代科技和创新材料，打造独特的
空间体验，如广州地铁彩虹桥站通过灯
光和材料营造出富有艺术感的空间。同
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在地铁站设计中
得到体现，越来越注重节能、环保和生态

设计等。
如今，公共艺术介入地铁空间，是国

内外地铁站的通用设计手法。
公共艺术在中国地铁中最常见的是

壁画，在国际城市地铁中有雕塑、绘画、
装置、景观等表现形式。

一些公共艺术展览和活动，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地铁站内。伦敦地铁于 2000年
实施了“艺术车站计划”，在 30多个车站
为公众提供了 100多场世界级的当代艺
术展，城市地铁变成一个个免费参观的
地下美术馆。香港地铁于 2000 年推出

“艺术之旅”项目，采用短期艺术展览的
形式，邀请车站周边的社会文化机构参
与，在各车站举办多次展览。

地铁设计走向多元化3

起初，人们对地铁站的要求只是“便捷出行”，随
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大城市的地铁改变了千篇
一律的风格，开始从功能地铁向人文地铁转变。

在上海，每天超过 1000万人次在地铁站穿行。
但上海并非中国最早修建地铁的城市。

1969年10月1日，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在北京建成
通车。当时，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自体验了一
把。由于当时北京地铁是战备工程，所以在通车后很
长时间不对公众开放。

1993年 5月，上海地铁 1号线锦江乐园站至徐家
汇站段建成通车，虽然仅 5个站点，但这标志着上海
成为中国内地继北京和天津之后，第三个开通城市
轨道交通的城市。

如今，上海不少地铁站的设计注重与周边环境、
区域文化相协调，风格变得丰富起来。

比如，13号线淮海中路站用小地砖、红砖墙、古铜
站牌和石库门造型营造浓浓的“海派风情”，两侧电子
屏还有周边优秀历史建筑介绍。

11号线迪士尼站站厅设计在吸取迪士尼元素的
同时融入中国本土元素，米奇、米妮雕塑的设计灵感
都源自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近日，一位旅行达人在社交平台上剪辑了1分钟
视频推荐上海地铁豫园站。画面中，蜿蜒的灯带变换
着颜色，其曲线的造型好似黄浦江的江水，有韵律地
流动着。浪尖的几何造型还借意城隍庙飞檐的轮廓
倒影，使其成为极具科技未来感的创新站点。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媒
体上发布了一段主题为“中国最美地铁
站”的视频，海内外网友纷纷被“种
草”。城市地铁站不仅是交通枢纽，还
是值得细品的文化艺术空间。这些“中
国最美地铁站”是如何诞生的？它们究
竟藏着多少惊喜？

周莹是清代一名秦商，而在当地，
人们却更愿意叫她“安吴寡妇”。电视
连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以农业文明
为大背景，展现了周莹传奇的一生，重
现了昔日秦商的辉煌。

剧中周莹的出身和历史记载有些
出入。剧中的周莹是位从小和养父周
老四上街卖艺为生的江湖奇女子，而历
史上的周莹出生于现在的三原县鲁桥
镇孟店村，太爷爷是巨商、刑部员外郎
周梅村，她家和泾阳大商人吴蔚文家是
世交，她和丈夫吴聘是从小定的娃娃
亲，结婚后不久丈夫去世，十八岁就成
了寡妇。

在那个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
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封建社会，一个
十八岁的女子不仅承受着来自大家族族
人的挤兑，还要面对商海的风云变幻。
她硬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忍不拔
的精神，在一次次失败后一次次东山再
起，使濒临破产的吴家东院起死回生。

慈禧太后到西安避难时，得到她十
万两白银的资助，并将她收为义女，封
她“一品诰命”夫人。八国联军入侵中
国，《辛丑条约》签订后，她又向太后提
供白银，慈禧太后为她亲手题写“护国
夫人”牌匾。她兴水利，办教育，建文

庙、助军饷，成为关中地区远近闻名的女商人。
1910年，年仅42岁的周莹去世时，吴家的产业庞大，商号遍布

全国各地，足有一百多家。经营范围广泛，包含盐、粮、棉、铁、茶、
布、糕点、酒楼、珠宝、典当、钱庄等。吴家商业帝国的版图几乎遍
布全国，当时民间有传“吴家伙计走州过县，不吃别家饭，不住别
家店”之说。

周莹作为封建社会的女子，能够冲破层层藩篱，成就一番辉
煌事业，她在那个年代使用的一些管理理念，放到现代的企业管
理上，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一，她善于投资。她的公公吴蔚文是她的人生导师，而周莹更
将“诚信”这两个字发扬光大。她在和洋人克劳迪做“生丝”生意的时
候，有一包货品有色差，主人都说没事，她坚决要求换掉，从而赢得了
对方的信任。这就如同我们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品牌建设，一个企业
只有打造了自己独特的品牌和口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她有大格局和大胸怀。虽然她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但
她从不斤斤计较。家族中吴聘的三婶伙同情夫孙掌柜贪污吴家
三原典当行的银子，事情败露后，吴聘的三叔受不了心爱女人的
背叛便刺杀了他的夫人，自己也自寻了短见，留下了唯一的儿子，
这个孩子在走投无路时，用假药材冒充她家商号“裕隆全”的真药
材，最后落在周莹的手里，令人没想到的是她居然将他放了，而这
个人的母亲却是害得她没有了孩子，欲将她沉塘致死的人，也正
是她的大胸怀，才成就了大事。

第三，她有超前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筹集资金方面，她鼓励吴
家东院的丫鬟、小厮拿出自己的例银入股，让他们人人都可以当股
东，年底都有分红。这就如同我们现在的绩效管理，让被动干活成
为主动干活。一个团队最应该具备的是利益共同体和最大化。

第四，她能慧眼识人。在用人方面，她总是不拘一格降人
才，把合适的人用在最合适的地方。她让土匪出身的韩三春给
她培训家丁，以免外敌来犯，让风月场合出身的韩三春的夫人
千红教她院里的丫鬟泡茶，将泾阳伏茶换个花样，变成新出的
金花伏茶卖出去。兢兢业业、踏实肯干的王世均则成为她最称
职的管家。

周莹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作为电视剧，为了增加
收视率和娱乐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添加了部分虚构成分，但是
作为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周莹，首先以诚信
做生意，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有担当，
她身上的人格魅力在今天依然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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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活化石”在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三弦骤急，鼓点铿锵，舞台上青年
演员关亚玲甩着水袖旋身跃起，衣袂翻
飞间将现代舞蹈与戏曲旋子完美融
合。台下掌声雷动，有位老人感慨道：

“这娃的表演既有老戏的魂，又有新潮
的劲儿。”

在秦岭腹地的商洛市，这样的场景
如今已是常态。在田间地头或镇村广
场，只要商洛花鼓的锣鼓一响，人群便
如潮水般涌来。

看着这番热闹景象，商洛市地方戏
曲研究院院长李淼百感交集：“经过几
代人的努力，商洛花鼓总算守住老根，
发出新芽。”

商洛花鼓发端于清朝中晚期，2006
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然而因市场萎缩、人才流失，一度
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2018年，李淼接任商洛市剧团团长
时，商洛花鼓的演员行当不齐、乐队只
有 5人；花鼓音乐传承人已年近八旬，
后继无人；想要排戏，大部分演职人员
得靠外聘……

唯有解决人才困境，商洛花鼓才有
出路。李淼带领团队细致调研，提出以
地方戏曲研究创作、传承保护为着力
点，在商洛市剧团基础上，设立商洛市
地方戏曲研究院，核定编制、落实经费。

体制机制“破冰”后，大刀阔斧的改

革逐一展开。从招聘演职人员到实行
考核奖励制度，从推动传承人收徒传
艺到选送青年人才进修培训，从“移
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到排演原创
现实主义大戏，商洛花鼓的创新创造
活力不断激发。

“戏曲的立身之本是优秀剧目。作
为地方文艺工作者，长期扎根基层是我
们的优势。只有反映新时代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才能产生共鸣。”李
淼感慨道。

为了创作脱贫攻坚题材的剧目《情
怀》，演员们多次走访基层扶贫干部，观

察他们的工作状态，将真实故事融入剧
情。将全国劳模徐升莲创办敬老院的
动人事迹搬上舞台的《若河》，引得观众
动情掉泪。近年来，随着商洛花鼓在全
国巡演近百场，秦岭深处的社会变迁被
更多人知晓。

在商洛花鼓戏《情怀》中担任配器
与指挥的解遥星星，曾在西安音乐学
院、中国戏曲学院接受过“学院派”作曲
训练。在她看来，赋予商洛花鼓持久生
命力，不仅在于内容贴近生活，也在于
形式贴近时代。

“传统程式是商洛花鼓作曲的根，

但现代观众需要更饱满的听感。”解遥
星星说。她在商洛花鼓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作
曲辛书善指导下，立足传统框架，引入
现代编曲理念，探索将商洛花鼓从单
一的高频配乐转向多频段编曲，满足
现代观众的审美需要。

这种“变奏创新”效果显著，《情
怀》的配器既保留了传统特色，又以
交响化的层次丰富听感，亮相上海
国际艺术节时，收获观众“幽默风
趣、青春浪漫，比想象中的地方
戏曲时尚”的好评。

随着越来越多有相关专业
背景的年轻人加入，商洛花
鼓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据李
淼介绍，目前研究院有演职
人员81人，平均年龄36岁。

“90后”关亚玲是其
中一员。在周至县艺术
职 业 学 校 就 读
时，她主攻秦腔
小旦，后被商洛
花 鼓 的 婉 转 细
腻、诙谐幽默吸
引，工作后便深
入学习。“商洛花
鼓更贴近普通人
的喜怒哀乐，生
存土壤始终在老百
姓当中。”关亚玲说，
尽管走进过大剧院、参加
过大比赛，可带给她最多感
动的还是田间地头的小舞台和
校园社团课的小讲台。

两年来，“商洛周周有戏看”文化惠
民演出累计举办超百场，吸引观众约40
万人次；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商洛多所中
小学校共开展 400余场，童声演唱的花
鼓小调在校园回荡。

戏曲“活化石”的焕新之路，印证了
传统艺术的生存法则——守正不守旧，
创新不离根。李淼说：“只要紧贴土地、
拥抱时代，戏曲就能永远年轻。”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赵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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