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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新媒体艺术在地铁里的作用，使新媒体艺术呈现出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更好地传

达各种文化信息，使观者更容易接受。方法 分析新媒体艺术的光线、声响、图片、影像等表现方式和

特征，以及不同空间位置采用不同色彩、材质和设计，使新媒体艺术和地铁的空间相结合，使地铁空间

形成相互统一、融合，既协调又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 结论 新媒体艺术能加强地铁里的艺术气息和文

化氛围，突显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展示城市风采和地域文化，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利用新媒体

艺术推广城市文化，对于正在建设和规划的地铁，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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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Art in Subway 

LI Ling-he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role of new media art in the subway, make the content of new media art richer 
and more diverse, better convey various kind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easier for viewers to accept. The ex-
pres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media art such as light, sound, pictures and images were analyzed and different colors, 
materials and designs in different spatial positions were adopted to combine the new media art with the subway space and 
make the subway space form a unified and integrated art work that was both harmonious and rich. New media art can 
strengthen the artistic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subway, highlight the city image, create city brand, and display the 
city's elegant demeanor and regional culture, which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new media art used to promote 
urban culture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ubway under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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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大量的人口和车辆不断聚集，交通拥堵现象不断加

剧，人们上班和出行非常困难。为了缓解交通拥堵，

很多城市通过修建地铁或者扩建地铁的线路减轻出

行压力，地铁已经成为给人们带来方便的主要交通工

具。地铁具有时间准确性、公共空间性、线路固定性、

快速便捷性以及运输能力高于其他公共交通等特点。

在一些大城市中，同时具有地铁、公交等多种交通工

具时，人们大多数会选择乘坐地铁出行。随着文化水

平的提高，人们满足于对物质需求的同时，对精神上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乘坐地铁时，人们不只是把

它当作一种交通工具，而是希望通过地铁内的优美环

境、良好的氛围和设计以及各种广告媒体传播出来的

内容，能够给自己带来视觉享受和舒适感。因此，通

过新媒体艺术在地铁中的信息传播，不仅能够丰富地

铁的空间内容，也能给乘客大量的信息，使乘客在等

车时放松心情，减少等车时的焦虑，满足人们的情感

和心理需求[1]。目前，在国内地铁站里，新媒体艺术

设计和运用得不是很多，与相对以往灯箱广告等艺术

形式相比，新媒体艺术具有真实性、互动性、直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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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它可以直观而生动地将不同的信息和设计者

的观念、想法传达给观者，同时，新媒体的展现方式，

会给乘客带来直接的感官享受[2]。在地铁内以新媒体

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能更好地传

达各种文化信息，使观者更容易接受。所以，对地铁

内新媒体艺术的设计、位置摆放等进行研究，会加强

地铁里的艺术气息和文化氛围。 

1  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特征 

新媒体艺术是近些年出现的艺术形式，它是科学

技术发展的体现，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展现方式，艺术

家们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思想及观点。

新媒体艺术主要特点是多种媒介的跨界融合，它的主

要表现方式是通过光线、声响、图片、影像、电子屏

幕等艺术形式传达出来，使人们很容易看到各种图

像、画面和信息，很容易吸引观者注意力，也会给人

以听觉、视觉、触觉等方面带来感受，具有较强的现

实感和真实感，更能吸引观众[3]。地铁的主要特征是

安全性和实用性，地铁作为方便、高效、快捷的交通

工具，每天有大量人群利用把地铁作为交通工具，地

铁运力的增加和高效、快捷也使人们出行变得更加顺

畅和便利。北京、上海、天津、青岛、长春、南京等

一些较大的城市都在不断建设地铁，地铁站台中的墙

面上布满着各种广告，但是，很多都是以传统的灯箱

式广告存在着，尺寸固定，样式以长方形为主，比较

单一，更换里面的内容需要相当长一段的时间。由于

地铁车次往返间隔时间短，节奏快，减少了人们在车

里的时间，也减少了人们的相互交流的时间，旅途变

得越来越单调、枯燥和乏味。因此，传统灯箱等媒体

对大众的吸引力在逐渐降低。地铁相比其他交通工具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地铁也是塑造一个城市形象、反

映城市文化品位的一个渠道，在地铁里设置新媒体艺

术，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精神品质上的需求，也能反映

出不同特色城市的地域文化和形象。所以，在地铁中

设置种类丰富、形式感多样、能吸引大众眼球的新媒

体艺术极为重要。 
以往传统广告媒介的表现方式更多是平面和静

态的。新媒体艺术是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和技术改变了

传统的广告方式，形成了新的媒介载体，形成了新的

艺术形式，主要通过声音、影像和交互等来传达信息，

具有现场感、直观性、交互性等特点。新媒体艺术是

多种媒介融合的艺术形式，更趋向于大众化、通俗化，

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观看到各种信息，体验到各种

文化等[4]。新媒体艺术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比较直

接，人们看到和了解信息比较及时，在地铁中设置新

媒体艺术，有助于信息发布和传播文化，有助于城市

形象的推广，也有助于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比传统

单一的艺术形式更富有优势。上海外滩从地下坐有轨

电车穿行到对岸，要穿越观光隧道到达浦东，将隧道

内墙壁上利用科技手段制作成多姿多彩的发光图案，

根据不同的图案加上不同的音乐，使观众在乘车过程

中充满好奇和刺激性，忘掉在黑暗中产生恐怖的感

觉，改变了以往隧道里只是简单的通道或者只有几个

的灰暗灯，使人们在享受音乐优美旋律和观赏图案中

很快到达对岸，使旅途不再感觉到乏味。 

2  在地铁中设置新媒体艺术的优势 

新媒体艺术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传播介质的

跨界融合，它的表现手法是空间的、立体的，它是通

过光线、声响、图像等媒介使人们从听觉、视觉、触

觉等方面感受到各种信息。我国比较注重环境和生态

的保护，近些年一直通过加大力度减少排放、减少能

耗等手段治理污染，发展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当前

LED 照明技术比较节能，它的快速崛起，在地铁和其

他轨道交通领域应用越来越多。LED 具有发光强、耗

电低、耐用、价格低廉等特点，在一些城市的地铁隧

道里，安装了很多 LED 发光柱，当列车穿过这些发

光柱时，就会产生很多图案，带给人们很多信息。这

是因为在地铁隧道壁上安装 LED 发光柱，可以连续

安装 500~700 个，24 帧/秒的画面对于人的眼睛所呈

现的画面是连续的，就像把画好的动画拍成电影一

样，设计 LED 画面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北京地铁

隧道中每个 LED 光柱的图片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变

化不大比较接近，每个 LED 光柱上面有很多张连续

的图案，当地铁列车在隧道里高速驶过来时，使光柱

感应而发出光，人们看到的图案就像动画和电影一样

展现出来，带给乘客新奇感并留下较深的印象，使乘

客在乘坐地铁时，不会感到枯燥与乏味，这种地铁隧

道影视系统在广告宣传和城市形象推广等方面可以

多多尝试。 
新媒体艺术传播信息很及时、快速，使人们更容

易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城市形象的提升和地域文化的

推广起到积极的作用。 
“地域”作为一个概念，首先是指某种自然地理

环境所构成的空间[5]。“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可能是其 外在 表层的

东西，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而处于核

心的、深层的则是心理与价值观念[6]。因此，“地域”

本身即是一个具有人文属性的概念[7]。学术界大都认

为，地域文化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

人文学科，与文化地理学大同小异”，因此有人又称

地域文化为“区域文化”。有人则把地域文化概括为

一种“文化传统”，认为“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

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

文化传统”[8]。由此可见，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地

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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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生活方式等[9]。地域文化是宝贵财富，中华大地

上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在历史的长河

中，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人们交流的不断加强，

地域文化也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而

且出现了多样化，地域性是地域文化 显著和 根

本的特征[10]。天津有着 600 多年的历史文化，造就

了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的城市风貌和地域文

化。近年来，天津作为中国北方 大沿海开放城市

和环渤海经济中心，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所

以利用新媒体艺术进行城市宣传和推广会更加直接

展现城市的影响力。 
例 如 天 津 地 铁 站 的 显 示 屏 播 放 的 信 息 种 类 很

多，既能显示列车进站时间，又能看到当地新闻、

企业宣传片、公益广告和文娱等节目，让乘客在等

车的时间里了解很多信息，也打消了等车的焦虑。 
地铁里面设置新媒体艺术，不仅美观，也直接带

给人们很多信息，带给人们很多方便。一些影视宣传

片创意新颖，运用多种形式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使人

们置身其中，人们也更加愿意去观看地铁里的新媒体

艺术。人们参与度提高，促进了新媒体艺术与大众交

互性、相融性，也加快了新媒体艺术的发展。 

3  地铁车站中新媒体艺术形式的设计构想 

3.1  地铁中的新媒体艺术设计原则 

在地铁中新媒体艺术的设计原则，从新媒体的形

式、交互性、色彩、材质，都要从整体空间上全盘考

虑，将新媒体艺术和地铁的空间相结合，使地铁空间

相互统一，相互融合。地铁作为城市中较大的公共运

输设施，对城市文化和地域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天津

地铁站的显示屏可以多播放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

性反映天津地域文化的微电影，对本地域观众来说，

观看天津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使他们感到亲切，对外

地域观众来说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微电影，能使

他们了解该地区的民风民俗和特定文化。通过微视

频，可以展示自然环境、人文景观与民俗，树立品牌

形象，开发衍生产品等推广地域文化，也能达到营销

区域的目的。通过天津特有的历史建筑、古迹、地貌

等，探索出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反映天津的微视频，

对提升天津文化和城市形象具有重要作用。新媒体艺

术位置的设定应选择在人们流动性比较大、容易观看

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材质、媒介、表现方式展现。在

列车的车门处安置显示屏，人们在上下车时，离显示

屏很近，容易看到里面播出的内容。坐在显示屏对面

的乘客在乘车过程中就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 
台北地铁站具有较好的艺术氛围，每个地铁站都

有自己的特色，台北地铁站顶棚设计通过不同的材质

和媒介展现不同的艺术品，使人们在等待列车时，欣

赏到优美的艺术品。 

3.2  新媒体艺术的空间位置设计 

目前我国天津、青岛、长春等城市的地铁站基本

是两层，分别为站厅层和站台层，站厅层人们用于购

票、安检等，站台层处于地下二层，大多数将中间作

为站台。人们在站台中候车，列车在站台两边通过，

乘客的关注点和注意力在对面的墙壁上，新媒体艺术

品设置应放在对面的墙壁上，很多乘客用扶梯上下进

出站台，为了能够引起乘客的关注，应在扶梯侧面的

墙壁或者上方墙壁设置新媒体，显示屏里可以播放宣

传片、公益广告等微视频来替换传统的图像。上海地

铁站里的 LED 显示屏根据站内空间大小设定尺寸，

屏幕尺寸 1.2 m×0.68 m，采用高清液晶显示屏，质感

细腻、色彩艳丽，在视觉上有较大的冲击力，比较容

易引起乘客的注意。 
上海地铁站 1 号线上海南站进出口通道人流也

比较大，每天大概在 50 万人次，此处墙面面积较大，

为了能吸引乘客，LED 的尺寸为 2.88 m×1.63 m。上

海虹桥机场地铁站虹桥 T2 枢纽（B1 层）地铁 2 和

10 号线中转中心由于空间很大，LED 显示屏 22 m× 
6 m，5 min 单片循环播放一次，受众对视频播出效果

会留下深刻记忆。 
在地铁中设置新媒体艺术要从高度和宽度等方

面考虑，如果离乘客太近，面积较大的 LED 电子屏

所投射出来的光线比较明亮，容易伤害乘客的眼睛。

新媒体艺术在投放时，首先要把可靠性和安全性放在

第一位；其次，新媒体艺术表现中声音的大小、色彩

明暗、光线强弱等因素是否会对乘客造成视觉伤害和

听觉污染，要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研究，避免出现不

良后果。 

4  结语 

随着我国地铁轨道交通的发展，人们更多利用地

铁出行，在地铁里设置新媒体艺术是一个趋势。新媒

体艺术具有直观性、现场性、表现力强，内容丰富，

信息量大，能有效传递信息。在地铁中使用新媒体艺

术，更能突现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展示城市风

采和地域文化等作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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