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4月

第27卷第2期

艺术探索

ARTS EXPIDRA’nON

Apr．2013

V01．27 No．2

城市新区互动性公共艺术设计的发展方向
——以巴黎拉德芳斯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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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江苏南京210009)

【摘要】法国巴黎拉德芳斯区的公共艺术与自然环境、人工

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具有互动性，表明了公共艺术不仅是公

共空间的装饰和点缀，更应该是当代文化形态在社会空间

中的艺术表达。这对于我国公共艺术设计具有启示作用。

未来公共艺术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具有自然生态观、社会功

能和文化价值的可持续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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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具有开

放性、由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同的开敝空间称为“公共

空间”。公共空间衍生发展出一类为公众服务的艺

术，或者是放置在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设计，即公共

艺术。公共艺术反映城市的思想，是当代文化的一种

形态，在塑造城市个性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共艺术”这一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

虽然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建设而得到大力发展，但

很多公共艺术的创作却不尽如人意。巴黎城市新区

的公共艺术发展较早，无论在规模、形式还是内容上

都具有代表性，对于寻求我国公共艺术发展方向具

有启示意义。

一、公共艺术的概念及其互动性

“公共艺术”，通过“公共”一词来限定“艺术”。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把公共艺术等同于“城市雕

塑与壁画”，把公共艺术理解为对城市环境的美化和

填充，而并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1](p11)国外则将公

共艺术定义为在政府部门及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开展

的，以大众需求为前提的艺术创作活动或大众文化运

动，包括艺术创作与环境美化等活动。随着我国与国

际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逐渐意识到公共艺术其实

是一种当代的文化现象，它代表了艺术与城市、大众

及社会的一种新的交流。一件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离

不开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融合、互

动。『21(p17)

二、巴黎拉德芳斯区公共艺术的互动性

拉德芳斯区位于巴黎城市主轴线的西端，它是于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开发的一个中心商务区，是现

代巴黎的象征。50多年以来，拉德芳斯区并不局限于

商务领域的发展，而是将休闲居住功能融合进商务区

域的建设，打造环境优先的商务办公区域。[31(p105)公

共艺术作为一种环境与艺术相互依存的创作活动，在

拉德芳斯区获得了良好的创作空间。这里的公共艺术

是现代巴黎最动人的表情，体现出了拉德芳斯区的整

体魅力，同时也揭示了公共艺术与自然环境、人工环

境及文化环境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一)公共艺术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自然环境是人类最初赖以生存的空间，分为原生

环境和次生环境。这里所讨论的为次生环境，指经人

类活动而改变了的环境，虽然在外观和功能上发生了

变化，但环境空间的演变仍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公

共艺术作为一种存在于公共空间的创作活动，它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希望公共艺术作品

能像自然环境一样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与自然环境

融为一体。

这种具有永久生命力的自然美学境界引发出生

态公共艺术的观念。生态公共艺术指利用与自然环境

相适宜的媒介，以自然力(风、火、流水、声音等等)作

为元素，创造出融入自然环境中的公共形象。水景是

生态公共艺术的一种主要手段。例如位于拉德芳斯区

的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喷泉Visual Music Orch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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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音乐喷泉由以色列著名艺术家雅各布·阿格姆

(Yaacov Agam)于1977年创作。喷泉位于中心广场的

中心，水池的形状如钢琴的键盘，每一个键是一个暖

色色块，在灰色建筑背景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设

计师通过抽象的动态表达形式，例如火花、音乐以及

流水来塑造这个作品。作品中有66个喷头，呈“S”形

布置，喷出多层次的水柱，并搭配从特制的喷射管喷

出的火花和从水底透出的灯光来打造视听盛宴。此作

品将声音、光、火融为一体，让人们从听觉和视觉上感

知自然元素的魅力，与自然相互沟通。喷泉随着音乐

起舞，吸引人群来到喷泉周边休憩，不仅在视觉上得

到享受，而且心灵上获得一种自然舒畅的感觉，满足

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和诉求。

(二)公共艺术与人工环境的互动

广义的人工环境是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

境；狭义的人工环境是指由人为设置边界围合成的空

间环境。现代公共艺术创作与人工环境因素(如建筑、

街道、广场等)有着紧密的审美和心理上的关系。若公

共艺术与这些人工景观相得益彰，就能使身处其中的

人们产生共鸣，构成具有更大心理效应的公共艺术景

观。【21(p52)

在拉德芳斯区，很多公共艺术都是基于建筑这

种点状环境而创作的，它们对建筑环境的风格起到

了重要作用，例如巴黎新凯旋门。巴黎新凯旋门像

一个中空的立方体，沿城市轴线与老凯旋门相呼

应。建筑师为了让来访人员在新的建筑中部不受风

雨的袭击，采用了设计师彼得·瑞斯(Peter Rice)的

设计，在建筑的中空部位放置了一片“云”，远看仿

佛悬浮在建筑物体内一般。“云”采用铁氟龙材质，

以缆索来支撑，在上面覆盖布搭建而成。在“云”下

方的地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许多方形淡蓝色玻

璃，人们透过玻璃还可看到诗情画意的外界景色。

这类公共艺术，一方面充实了建筑的内外空间，另

一方面突出了建筑环境的艺术特性，使主体建筑或它

的外延性构建成为该地区的地标。

在拉德芳斯区，与街道这种线性环境结合的公共

艺术作品有些是暂时性的，但它们的创作意义可能是

永久性公共艺术作品所无法超越的。例如2012年夏天

于拉德芳斯区举办的城市家具作品展览中，在景观大

道中间部位放置的一件公共艺术作品，远看是高低起

伏的一个条状木质构建，其实是一个艺术化了的线条

状座椅。此作品被命名为“116t”，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岛

屿。(图1)设计师结合线形空间，运用木条搭建座椅，

并配以盆栽，创造出一个公共“岛屿”供人们休息。此作

品的线性设计强调了新凯旋门与老凯旋门之间的中轴

线，游客在此可以观赏遥相呼应的新老凯旋门，感受新

老文化的撞击。

公共艺术与广场这种面状环境的结合恐怕是最

普遍的一种创作手法。广场公共艺术作为城市的特征

符号，最能够反映出城市的面貌。美国艺术家考尔德

(Alexander Calder)是新时代雕塑的代表。他的作品

《红色的蜘蛛》(L’Araign6e Rouge)于1976年完成，位

于法国国防部大楼前。这个作品高15米，重75吨，具

有抽象的体块及艳丽的色彩，犹如一只火红色的蜘蛛

屹立在广场的正中央。[4】红色的钢铁和大跨度的形象

冲击着人们的视觉，为四周高大、冷漠的现代建筑群

带来了一缕温暖。这个镂空的雕塑将广场这种大型空

间分割成几个小型空间，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令

人浮想联翩。

(三)公共艺术与文化环境的互动

文化环境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

的综合。文化有固有文化，也有时代文化。联系起固有

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公共艺术既能反映社会的文化发

展，又能体现出社会公共意识对环境的观照。如何在

公共艺术创作中有效地保护历史，从而获得城市历史

的延续性是值得设计师们进行探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巴黎之所以能向世人展示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城市规

划发展的历史，一方面得益于历史环境空间的良好保

存；另一方面，好的公共艺术设计作品能够与历史环

境空间互相协调，共同承载空间的功能。

拉德芳斯区新凯旋门东北面，法国国家工业与技

术中心西门前的小树林边有一座雕塑，这就是著名的

《大拇指》。《大拇指》雕塑高12米，它那巨大的体积宣

告了它在这块区域的权威性，让人们感受到了新区的

勃勃生机。作品又名《凯撒的大拇指》，一语双关，凯撒

既是作者的名字，同时也指古罗马的凯撒大帝。【5】作

者把自己的手

指写实放大成

为雕塑，其上，

龟裂的手纹给

人一种岁月的

蹉跎感。作品就

像是一座当代

的“方尖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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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同时也不缺乏时代精神，它赞美着

历史上人的伟大和不朽，也赞美着未来的美好。它与

周围的新事物、新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呼应了巴黎的

新老历史文化，彰显出法国开放、创新等文化特点。

三、拉德芳斯区互动性公共艺术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城市新区公共艺术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新建区域中都可以看到

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公共艺术作品，其中不乏优秀

作品，如青岛五四广场的《五月的风》，大连老虎滩海

洋公园的大型公共艺术《群虎》等。中国的公共艺术虽

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有不少问题存在，高水平

的公共艺术并不多见，从观念到手法都类似于国外某

类作品或国内其他城市作品的不在少数。有些公共艺

术作品既无深刻内涵，又无新鲜形式。还有些作品一

味追求体量的巨大，不考虑与环境的统一，不注重与

城市文化传统的和谐。[6](p36)

(二)拉德芳斯区公共艺术创作的可借鉴之处

拉德芳斯的公共艺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艺术的

个人体验的价值，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艺术的公

共价值。公共艺术应该具备互动性。一方面，公共艺术

作品要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建筑环境相吻合；另一方

面，公共艺术作品要能体现周边综合环境的人文价值

和时代精神。公共艺术只有能够做到引发公众的思考

共鸣，体现环境的自然价值及历史价值，才算真正体

现了艺术作品的内涵精神。f7](p2)

(三)我国新建城区互动性公共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

公共艺术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人。公共艺术就是要

让置身于某个公共空间中的人通过各种视觉造型、声

音、材质、空间甚至时间等元素获得全方位的感官体

验。【8】(p47)其价值在于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公共

艺术应做到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和谐

互动，这样才是被公众所喜爱和接受的设计作品。城

市新区的公共艺术作品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呈现以下

几方面特点。

1．具备功能性和审美性，实现与环境的互动。公

共艺术被界定在公共环境中，应该讲究其美学主题与

环境因素的和谐及互动。真正具备功能性、审美性和

互动性的公共艺术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2．注重本土资源，体现固有文化思想。我国自改

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深受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的

影响，中西文化的碰撞导致了我国城市新区设计陷入

“千城一面”的混乱状态中，也造成了城市新区公共艺

术的设计过多模仿而没有自我。在已支离破碎的公共

环境中，公共艺术应该注重应用本土资源，体现固有

文化思想，并为公众所处的文化环境、人工环境所认

可，这样才能与公众产生互动，发挥其在新区文化建

设中的纽带作用。

3．融入社会氛围，体现在场所中的特征性。作为环

境视觉造型艺术，公共艺术应该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存在，故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及文化环境因素都是捕捉

公共艺术造型灵感的来源。公共艺术处在新建城区中，

往往承担着重要的过渡作用：公众的社会活动及文化

习俗还需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新城区的建设还应具有现

代化的场所精神。公共艺术设{十i宙过文化符号可以促进

空间认同感，加深场所记忆，提升公众的区域归属感，形

成人与地域文化之间的良l子互动。【9】(p83)所以，在设计

手法上，应考虑到新老文化的交集及碰撞，使得人们处

在场所中感到和谐适宜。融入社会氛围，体现场所特征

的公共艺术设计在今后的景观建设当中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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