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究艺术设计与城市的交融
—赴新加坡文化艺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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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八成华人居 民的新加坡在艺术和设计的发展上深受东西方文化多方影响 。 此次个国家和地区进行
一

项调查 ， 新加坡在设计能力对比国家人 口和经济

走访新加坡旨在以华人为主体的先进国家为调研背景 、 与中国能更接近的案例 ， 分的排行榜名列第
一

。

别从商业和公共事业等多个方向去剖析 、 从色彩与造型等多个角度去解读艺术设关注度最大化是艺术设计在城市交融中的首要解决问题 。 动画片

计与城市交融这个课题 。 《 乘客 》 是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的学生王廷在 ２ ０ １ ０年创作的 。 在新

关 ８１谓Ｉ ： 加坡的文化艺术周里 ，
地铁站放置了这部动画的大幅海报 （ 图 １

） ， 与我

艺术设计与城市 新加坡 接受度们平常常见的大幅海报不同 ，
这幅海报的画面如同我们画漫画时候的

出血设计 ， 将画面延伸到了画布之外 。 这种做法在海报的设计中还是比

中圔分类号 ： ＴＢ４７２ 较新颖的 ，
通过这样的设计 ， 在地铁站这样人流穿行的地方可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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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 所以关注度在城市的艺术设计中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
我们得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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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
作品才会被看到 、 被议论 ，

才可以让作品在城市

Ｍ

ｂＳｔ ｒ

！！ｌ

：

ｒ －
．＼

．

ｅ
．

， ，
．

Ｋ中得以生存 。 我们生活在
一

个信息十分丰富的时代 ，
每个人每天都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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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设计作品没有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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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去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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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在城市 中融合得好的 。 比方说新加坡的 出租车都是采用鲜艳的柠檬

黄车身 （ 图 ２
） Ｔ
这个颜色醒 目又给城市带来活力 ， 关注度已经十分明显

了
，
那么融合感呢 ？ 柠檬黄这个颜色除了醒 目 、 活力

，
还具有时尚感 ， 这

样的色彩是都市里需要的 ， 与城市的融合自然也是做到了。 再讲车身的

广告
，
侧玻璃的不干胶广告贴多以白 、 黄 、 红 、 蓝四色出现

，
与车身的柠

檬黄相比要沉稳许多 ，
徂是考虑到贴在玻璃材质上的

一

个融合度 ；
顶部

的灯箱广告大体颜色是紫色 ，

一

方面是降低了灯箱亮度 ， 另
一

方面是与

车身颜色相结合增添了 可爱感 ，
据很 多研究表明 ， 将广告做得更具童

艺术设计与城市的交融度往往是我们评判
一

座城市发展的重要依趣
， 不但不会失去成人用户群 ，

甚至会使用户倍增 。 出租车灯箱上这样

据 。 从世界各大城市的艺术设计分析可以看到 ，

一座城市的先进程度 、的设计 ， 不但是对广告商 ，
更是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度大大提升。 这样的

市民的审美能力都会影响这个城市艺术设计的高度 。 反过来 ， 如果要提做法 ，
也是要顾及对城市融合的考虑 。 试想如果只是想通过增加可爱

高市民的审美能力和城市的先进程度 ，
则需要当局和设计师们对其引感的设计来提升城市形象 ， 而不顾及与这座城市是否能够融合 ， 那么这

导 。 新加坡政府近些年世是大力发展本国的艺术设计领域 ， 来提高整个样的设计显然显得与当下的环境格格不入 ， 自然也不会得到群众们的

国家的国际化地位。 那么艺术设计怎样才能更好地与城市融合就成为了认可 。 这样的设计是失败的 ， 不能体现
一座诚市的文化和面貌

，
怎么可

我们探讨的问题 。 此次赴新加坡文化艺术交流是我的个人意愿 ，
也希望以出现在这座城市里？ 那自然而然也会被排斥出去 。 这就是城市中的艺

可以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去感受新加坡的艺术设计 。 接下来我以此次走访术设计与城市融合度的重要之处 。

的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为背景 ， 探究下艺术设计与城市的交融 。 当然 ，
艺术设计和城市交融更可以从公共事业角度出发 。 艺术设计

新加坡作为一个亚洲较为先逬的 国家 ， 在艺术和设计的发展上有除了在商业上 、 文化上与城市交融 ， 还有
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城市公共事

着诸多的鲜明想法 。 受东西方文化影响 ， 把亚洲与世界其他国家连接起业的交融 。 刚刚谈完具有商业化交通的 出租车
，
接下来了解下新加坡的

来 ，
同时与其他亚洲 国家吸纳彼此的优势 ， 合作打造具影响力 的亚洲创公共交通 。 新加坡的公交车将栏杆扶手都设计成了紫红色 （ 图 ３ ）

，
同样

意品牌 ， 并逐渐成为亚洲创意产业枢纽 。 作为
一

个华人人 □占 ８０％的国也是活力时尚的表现 ， 新加坡政府非常提倡公民乘坐公共交通 ， 所以公

家
，
人们 日 常的生活起居和中国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 ， 所以新加坡的艺交车票价十分廉价 ，

加上亮丽的 内部颜色设计更增添了时尚感 ， 从而促

术设计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和探索讨论的 。 剑桥大学曾针对十二进了路面交通的乘坐量上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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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大都市标志的 另
一

种公共交通工具地铁本身就是现代化的街头巷尾
，
几乎每到

一

处都会有令人称赞的好设计
，
而且这些设计不刻

象征 ，
如果现代与古典相碰撞 ，

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惊艳 。 比如唐人街意 、 不突兀 、 不造作 ， 十分恰到好处地与城市相融合 ， 同时又各具特色 。

站的地铁站就设计成了古色古香 的 中 国 味 （ 图 ４
） ， 高架柱做成了朱红无论是本身为艺术设计而生的新加坡国立美术馆 （ 图 ６

） 、 新加坡博物

色的中国 门柱 ， 进站□是
一座凉亭

，
既符合唐人街这站的文化背景 、 又馆 、 新加坡大剧院 （ 图 ７ ） ，

还是商业化的罗宾森购物中心 、 伊势丹百货 、

对城市公共设计添了
一

抹别致的色彩 。 同 时唐人街站也是新加坡地铁高岛屋
， 都是很注意设计细节的 。 虽然有些是国际连锁 的品牌 ， 但在新

线上重要的
一

站
，
它是新加坡东西两部的划分点 ， 做成这样有特色的站加坡也是迎合当地的文化重新进行艺术设计 。 这也是我此次赴新加坡

台
，

也提高 了城市标志的辨识度 。 相信到达这一站的乘客 ， 即使错过了文化艺术交流更乐意看到的部分 。 学术 上的文化艺术交流固然重要 ， 然

报站 ，
只要看到这浓郁中国风的凉亭和红柱也知道 自 己身处唐人街站 。落到实处的设计更值得推敲 。 学术可以

一

部分脱离所处地方 ， 而城市中

将地标性位置变成地标性设计 ， 这也是艺术设计在城市 中发挥的作用的艺术设计是没法脱离这个城市的文化的 。

一

件好的艺术品可以脱离

之
一

，
因为通常我们对于图片和音乐的记忆力要比文字的记忆力强 。 韩城市大环境

，
可
一

个好的艺术设计必然是顺应这座城市的发展的 。 所以

国首尔的地铁也有类似的做法 ， 首尔的
一

号线贯穿首尔的各个重要站 ，说城市的艺术设计可以是商业的 、 可以是公益的 、 也可以是商业公益并

所 以每次到站的提示音都是
一

段朝鲜 民族 的古典乐 ，
让人们对一号地存的 ， 这些都不是区分的重点 ， 重点是不管哪个方向 ，

它与城市的交融

铁站 的好感度大大提高 、 印象深刻 。 城市 的公共事业中 的艺术设计就好坏才是能否与城市和谐共存的根本 、 是作品是否能流传开的基本条

是如此微妙 。件 、 是评判艺术设计优劣的重要标准 。 艺术设计发展到今天 ，
不再是能

除了政府和公益组织 ，
还有些商业公司也会做

一

些具有城市公益性够完全独立评判的作品 ，
它需要有环境的烘托 ，

也需要顺应环境 ， 更需

的设计 ，
Ｇ Ｓ Ｅ＆ Ｃ是一所建筑公司 ， 总部在韩国

，
其在新加坡的分公司建造要烘托环境 。 而艺术设计与城市的交融应该是我们不断探讨和发展的

房屋的时候贴出了这样
一

幅带有歉意的招贴 ， 招贴中写着
“

正在施工 ， 不深层次关系
，
只有把握了这

一

点
，
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 ＿

便之处深感抱歉
”

，
配上

一位正在鞠躬 的非常可爱的建筑师形象 ，
表达

出施工带来对周边人群打扰的歉意 ， 这样亲切温暖的表达方式 ， 相信被

施工打扰的人也会更容易涼解吧 。 走亲民的路线 ， 不必
一

味站茌很高的

高度来宣传什么 ， 这样谦卑的姿态更容易让民众接受 。 在城市的艺术设

计中 ， 这样的设计可谓增添了很多人情味 ，
让设计作品不单单是考虑艺术

美感 ， 更注意受众的接受度 ， 同时潜在地与受众交流沟通的感觉 ，
也让人ｍ

们感受到艺术作品是有生命
＾
有
＝

卖性的 。 在城

２＾
的艺术设计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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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迎合大众的好感 ，
要宫造出与之父流 、 与之同甘共古的情愫 。 丨

２
丨

應程 孙他 新繊文化创总产 、

ｋ議 ｉ Ｊ ！及对我 ｜

ｉ痛 ；

．

〗

、 确
？

＃纵描 ． ２００６
；

丨仍

削二的先进国家 ， 是个极其注重细节和文化艺术的地方 。 我走访的各个 １

５
］ＷＨ ｉ

＇

ｉ 
ｎ

， Ｊ ； ｌｔ ． ２ ０ ！
４ ＾

ｉ

：

（ ） ４ ！ ｔ ｌ

Ｊ

理论研究 １ １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