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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交互公共艺术作品《归鸟集》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二层国际到达通道处，是一组互动影像装置。作品运用中

国宋代花鸟画的视觉语言营造出一幅精妙灵动的数字花鸟长卷，也蕴藏归鸟回乡之意。

王中

凤凰展翅，逐梦蓝天。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于 9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机场正式投运。他强调，要把大兴国际机场打

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打造世界级航空枢纽。

由此，北京宣告进入航空交通“双枢纽”时代。这张中国国家形象的新名片，目前吸引了全球瞩目。然而，

人们还将惊喜地发现，这里还会是世界“回头率最高的美术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完善首都功能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重大项

目，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窗口。总建筑面积约为 140 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机场航站

楼，是一座超大型国际航空综合交通枢纽。整个机场在北京中轴线延长线上，是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奇妙交

汇，在当代环境之下传达出独特的东方韵味。不仅如此，如何将艺术元素植入这一巨量的当代建筑，以艺术手

法演绎中国公共文化空间的美感，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时代担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公共艺术整体策划”的责任落到中央美术学院的肩上。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公共艺术整体策划”项目、重要节点与贵宾厅公共艺术品，以及“艺术+交互+功能+计

划+平台”等方案设计统一由中央美术学院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担任项目总

策划，项目总负责人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中教授。2016年 5月至

今的 3年多时间里，从收到机场指挥部应邀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公共艺术整体策划”项目开始，中央美术学

院响应号召迅速集结，成立各执行小组，多次组织讨论研究、专项课题研究、现场勘察、专题会议等，其间还组织

了全球征集以及国内外定向邀约、定向邀请艺术家参与，同时还整体策划实施了“艺术+交互（公共艺术）+功能

（艺术化设施）+计划（遗产活化）+平台（天空美术馆）”4 个艺术主体原则。所有的这些方式既注重中国文化精

神，又全面考虑艺术家创意作品的当代表现力，全方位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公共艺术整体规划出谋划策、贡献

智慧力量。

王中表示，我们秉承着“传统文化，当代演绎”的前瞻性理念，遵循建设“平安、绿色、智慧、人文”机场的要

求，运用艺术引导城市设计 AUD（Art-oriented Urban Design）理念，倡导“软城市”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思路，

用艺术思维和城市设计激活、优化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彰显城市品格、活跃城市人文氛围、培育创新动力，创造

永续的经济社会价值和文化遗产。而大型公共场所发展趋势必将从重功能、重形式到重人文、重生活，从功能

空间到人文空间，为机场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名片、“新时代中

国连接世界”的“世界上最繁忙的美术馆”。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文明史。人文机场突出呈现机场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与象

征，体现中华文化的自豪与自信，从文化、空间、功能三大属性，展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名片，展示博大精深的中

国文化与丰富多元的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对话，塑造出一个公共、开放、共享的艺术博物馆。以“艺术+交互（公

共艺术）+功能（艺术化设施）+计划（遗产活化）+平台（天空美术馆）”4个艺术主体原则，营构一种文化自我“生

长”的氛围：艺术化设施的一体化设计理念，既体现了人文关怀又引领新的候机方式，和公众进行更多的心灵交

流；遗产活化方面，力求将中国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复原，增强了互动性与体验性，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

互动；天空美术馆则展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对外展示窗口，是实现艺术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的大平台。公共艺术的应用，为大兴国际机场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人们在出入机场之际，享受丰富的

人文滋养。

20世纪以来的公共艺术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型取向。它强调艺术

的孵化和生长性，并对城市文化风格、城市活力以及城市人文精神带来富有创新价值的推动；它绝不仅是城

市空间中的物化的构筑体；它还是事件、展演、计划、节日、偶发或派生城市故事的城市文化精神的催化剂，

如同植入公共生活土壤中的“种子”，而大众就是它“发生”过程的一部分；它把“公共”的概念作为一种对象，

针对“公共”提出或回答问题；它不仅具有公共性的艺术价值，还以艺术的介入改变公众价值，影响人们的价

值取向。

人文机场的建设无疑是此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公共艺术整体策划”的主要核心，而公共艺术则是人文机

场的重要载体，既反映传统文化、注重人文精神，又传承国家精神和文化密码，代表中国大国形象，成为烫金的

国家名片。

（与兴）

机场是现代城市，尤其是大都会的一

个必备标志，一个公共基础设施的基本构

成。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投运，将为新时

代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

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公共艺术项目的执行人，我更加注重

从文化艺术和城市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我们

所做的事情。

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建

设，“数字和比例”固然喜人，“质量和活力”

却让人不同程度存在忧虑。2014年，政府

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指出当前城市建设存在“城市空间无

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

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盲目追

求城市建设速度；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等诸多问题。

公共舆论越来越多地在谈未来城市、

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也许是未来30

年的城市，未来 500年、1000年的遗产城市

呢。联合国将评定遗产城市的 4个重要指

标定为历史、文化、艺术、科技。我认为这

是一个历史视野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

阶段性目标只是一种短暂诉求，而历史、文

化和艺术最为恒久。

2004 年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报告的核

心结论指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

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世界竞争战略

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

最根本的，是难以替代和模仿的，是最持久

和最核心的竞争力。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

现实，城市发展迫切需要找到超越既往因

袭性城市化范式的发展思路。

我们现有的城市规划是纵向机制，也

就是规划、建筑、园林景观、艺术等是一个

垂直系统的工作模式。然而，2000 多年前

雕塑家菲狄亚斯设计雅典卫城时，从来没

将建筑、雕塑、园林、手工艺分开过；米开朗

基罗就更是如此，他利用透视法则来改造

整个城市区域，街道、广场、建筑、建筑里的

雕塑、壁画都是整体来做。中国历史上的

王城布局，我们老祖宗 2000多年前就有规

划定式，《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里记载：

城中九经九纬，前三门，旁三门，面朝后市，

左祖右社，这些布局都差不多。明清北京

城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中轴路，从

最南端永定门、天坛一直到前门、故宫建筑

群、景山、鼓楼、钟楼。明清北京城之所以

被称为人类地球表面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就是因为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倡导新的综合理念，

即由艺术、规划、建筑、园林景观形成横向协

同机制，而这个整体的理念对未来来说应该

让 艺 术 去 引 领 ，我 们 提 出 AUD

（Art-oriented Urban Design）艺术引导城

市设计理念，用艺术思维和城市设计激活、优

化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塑造城市的核心精神

和文化格调，构建宜人的丰富多彩的人文活

动空间体系，彰显城市品格、活跃城市人文氛

围、培育创新动力，创造永续的经济社会价值

和文化遗产。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以

文化艺术为导向的城市设计，不但是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必然需求，而且必将对未来的城

市发展和格局建立起到关键性作用。

作为彰显城市文化最直观、最显现的

载体，公共艺术不仅是城市空间中的物化

的构筑体，它还是事件、展演、计划、节日、

偶发或派生城市故事的城市文化精神的催

化剂。基于此，艺术的作用和方式从神圣

感、殿堂式、经典式的方式变为追求有效的

表达和交流，艺术与公众的关系转变为双

向交流关系，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公共

利益的实现。公共艺术将城市与人连接在

一起，能够培育地域的文化创新力和文化

生长力，营造人文氛围和塑造宜居空间，优

化城市品位和内涵，提升城市美誉度和打

造城市品牌。

在城市设计中，公共设施与公共艺术

的结合成为普遍现象，最终的结果将使文

化艺术弥漫在整个城市，让全体市民在日

常生活中形成共同的城市文化认同感。新

理念下的城市设计不但强调了 21 世纪生

活特有的共享、共筹、互利的当代理念，而

且将这一文化理念与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

展趋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让城市空间成

为文化艺术的神圣家园。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

新时代的中国城市
更需要艺术

作者：邱宇

简介：公共艺术作品《时间之花》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三层国际出发处，是一组动态装置作品，运用中国传统扇

子的形态以及结构，形成了对于时间的诗意表达。

作者：张兆宏、李鹏

简介：公共艺术作品《丝路》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层西北指廊庭院“丝园”，以丝为主题，结合水雾装置。丝般的

线条在空间中自由流淌，如空间中的草书，在秩序与不确定之间，充满东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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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中、靳海璇简介：远程交互公共艺术作品《舷窗》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三层南指廊，

该作品通过机场机窗装置与中国各地自然人文风光互动。作品采用交互式触

控显示器、不锈钢制作而成。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内景图

作者：盛姗姗

简介：功能性公共艺术作品《二十四节气》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二

层东南指廊端头，作品采用艺术建筑玻璃、不锈钢制作而成。作品将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二十四节气，用艺术玻璃材质组成一件悬挂式抽象雕塑。

作者：邵旭光

简介：公共艺术化设施《行云流水》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二层东北指廊，采用玻璃钢、不锈钢材质

制作而成。简洁色彩和流线样式的座椅，定制纹理在座椅表面起伏变化，似行云似流水，产生极美的视

觉效果。

作者：李震、邵旭光、孙博、崔超轶、赵莉娜

简介：公共艺术作品《一线一城》“中轴线”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四层 E值机岛，体现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落于

首都中轴线南端延长线上。本组作品由 10块 0.9米×0.9米的铜方砖组成，铺装于机场中轴线上。

作者：朱锫

简介：公共艺术作品《意园》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二层西南庭院“田园”，采用亚克力管、内置 LED 光源、碎石制

作而成。作品似山、似林、似雾、似云，人游走其间，似穿林驱雾，感悟“藏、息、休、游”之经验，暗含中国传统建筑园林

之艺术精神。

作者：徐冰

简介：公共艺术作品《石径》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三层南指廊庭院“中国园”，本作品为一组石凳，上刻徐冰的

英文方块字书法。英文方块字书法是徐冰设计的形似中文、实为英文的新书写形式，他将中国的书法艺术和英文的

字母书写交织，创造出新的文字书法概念。

作者：许小艺、邵旭光、赵莉娜

简介：功能性公共艺术作品《爱》位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三层南指廊端头，作品采用不

锈钢、综合材料制作而成。作品以世界上不同语言的“爱”组合成为一个心形悬挂装置。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拍图

（本版图片来自新华社、中央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