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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2_9B_E5_A3_81_E7_c57_614943.htm 7月10日，青岛市北

区台东三路步行街举行了改造后的开街仪式，步行街两侧6万

平方米的室外壁画展示在公众面前。壁画专家称，这是国内

目前最大的一个壁画工程，也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城市公

共艺术景观。据悉北京有关部门也正在考虑采用青岛用壁画

改造旧街的类似方案进行城市公共艺术景观改造。 ■新闻背

景 国内最大城市公共艺术景观落户青岛 8月1日，记者获悉，

北京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采用青岛用壁画改造旧街的类似方案

进行城市公共艺术景观改造。 7月10日，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组织改造的青岛市北区台东三路步行街举行了改造后的开

街仪式，步行街两侧6万平方米的室外壁画展示在公众面前。

壁画专家称，这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壁画工程，也是国内

目前最大的一个城市公共艺术景观，开街以来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浓厚兴趣和由衷赞叹。当地有关部门正积极准备以此来

申报吉尼斯手绘壁画之最。与此同时，艺术界和市民对此也

提出了不同声音。 ■记者调查 创作者都是壁画大师学生 作为

张仃、侯一民等壁画大师的学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

设计院副院长谷云瑞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中国建

筑学会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环

境艺术研究所所长。 刚刚完成该大型工程的谷云瑞所长告诉

记者，这个项目前后用了不下三个月时间，是在壁画创作不

景气后的一次少有创作，而且都是壁画的中青年骨干的一次

“公益出演”。“我们在确定该方案后，众多艺术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来自清华美院、西安美院、首师大美院、山东

工艺美院、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青岛大学艺术学院、广州

美院等艺术院校的30多位艺术家参加了这次壁画创作活动。

巧合的是大家都师从过张仃、侯一民等壁画界大师。 旧城改

造采用手绘壁画 记者从青岛有关部门得知，作为2008年北京

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市以“相聚北京，扬帆青岛”为口

号，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对青岛市北区旧城进行了改造，其

中台东三路步行街是改造工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青岛市

政府的棘手难题。“为此，青岛市政府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取得了联系，设计者谷云瑞所长根据步行街两侧旧楼室内

外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外墙绘制壁画的最省时、最省钱

、也最能见效的改造方案。”青岛市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随后，艺术家开始了边绘制边调整的该工程。” 

据介绍，专家设计方案在考虑壁画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同时

，还兼顾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他们把晾衣架、空调

室外机等设计成平面画中的立体图形。 壁画上楼“猫改成向

日葵” 谷所长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旧城如果拆迁重建，不

仅花费巨大，而且时间也耗不起。采用手绘壁画的方案后，

设计施工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 “当时有栋居民楼设计

的壁画图案是一只猫，不巧的是该猫正好位于一居民的窗户

处，该住户找到我，说我孩子正好属老鼠，你们这么画，我

孩子怎么出门，会被吓着。项目组紧急磋商后，认为作为城

市公共艺术应该充分考虑市民的各种风俗和一些禁忌，最终

将猫换成了一棵向日葵。”谷所长阐述道，“公共艺术讲究

的是给公众带来的一种艺术享受，它要注重的是大家的感受

，不是艺术者的个性。” 七旬艺术家上墙免费作画 谷所长透



露，作为公共艺术的一种形式，室外壁画有着较长的历史和

较多的经验。但多是在单体建筑或两三栋建筑上，像青岛台

东三路这样20栋建筑、一公里的步行街，国外还没有可借鉴

的经验。 “按照目前通行的壁画设计施工价格每平方米1.6万

元计算，整个工程设计施工下来需要1亿多元人民币，这个价

格是政府无法承担的。在有关专家的帮助下，变成了环境艺

术委员会的一次壁画创作活动，改造工程成了公益活动，这

为中国的公共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新模式。”谷

所长说，“30多位艺术家参加这次壁画的创作，都不要设计

费也没有监制费，并且亲自上墙作画，其中山东艺术学院一

位年逾七旬的老艺术家，顶着日头每天在室外作画几小时。

” 当地政府在开街后表示，这种巨型墙面壁画应是“世界吉

尼斯之最”，目前正在积极申请。 ■争议 青岛城市雕塑 蓝色

的帆 与城市规划理念不协调？ 在艺术家欣慰时，一些市民也

发表了不同声音，当地一青年称，“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

事。烦乱是这些绘图给人的第一印象，我们家里的走廊绝对

没有一丝的涂鸦，那我们城市的过道为什么就一定要做得这

样呢。再说这么一弄和我们整体明朗清晰城市规划理念也有

点不搭调。雨水冲刷会不会把这些彩绘变成彩条？” 就此，

谷所长称这是壁画创作，用的是特殊颜料，质量保证几十年

不会有变，“只要有专门的画家或艺术工作者进行维护，这

道公共艺术景观将闪亮下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个城市

只能有一处，否则多了就滥，我希望不要盲目跟风。不过这

种思路是每个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可以借鉴的，至于与城市规

划的协调，这都是经过论证的。” ■专家说法 公共艺术研究

者的新案例 精于西方画论研究的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余丁认



为，很多艺术家更看重自己架上绘画的成就，而把创作公共

壁画看做是“接活”，是工程，是挣钱。中国的艺术市场不

健全，纯艺术作品的市场有限，公共艺术一旦成为一个市政

工程，就会面临甲方乙方这样的雇佣关系，艺术家的创作往

往要根据投资方的需求来决定，而缺乏更多的自由度。 这样

在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和公共艺术创作之间就存在着双重标准

，使艺术家很容易把个人创作视为纯艺术，而把公共艺术创

作视为“行活”。这样的双重标准给中国公共艺术造成了许

多不良后果。这次把壁画创作变成了公益活动，政府给艺术

家以充分的创作自由度，这使得艺术家有机会把如此大规模

的壁画当成自己的作品来画，给我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公共艺

术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给公共艺术的研究者提供了新

的案例。 ■新闻延伸 京城实验性建筑上先实验 作为北京公共

艺术的重要管理部门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化

云告诉记者，“公共艺术的实践需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

宁缺勿滥，不能是简单的直接拷贝。”于化云也表示，只要

北京有需要，就稳稳当当地上。同时首都北京与其他地方有

着不一样的文化底蕴，城市颜色等的使用有规定，“东西文

武四个城区目前照搬采用这种形式不太实际，在其他区县如

一些郊区，在特定的商业街或社区采用这样的方案进行改造

或装饰值得推荐。我们也可以采用动感雕塑等来普及城市公

共艺术。” 北京城市规划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

看到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效果图，不好评价。“但只要是市民

喜欢并与城市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形式，我们就可以考察使用

、本市化，这种壁画上墙的方式可以在城市改造中定量使用

，只要市民认可接受。”记者也从一些区县的规划部门了解



到，对这种形式建设者比较感兴趣，但是否能做成1公里的街

道，有待考虑。国际建筑双年展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在

相关实验性建筑中考虑使用这种公共艺术方案。 记者了解到

，此前，“北京沿河文化”曾组织过10名北京的艺术家，自

带各种绘画用具，到北京会议中心，对中心周边的400平方米

墙体，以绘画形式，进行城市修护运动。策划人梅子表示，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朝阳区城管大队的支持，该运动将持续到

奥运开始，期间不间断地对作品进行保护补充。 ■反思 城市

建筑应有公共艺术占资比例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余丁指出，

此次“壁画创作”让我们对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有了如下思

考：第一，城市公共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政府作用的发挥

密不可分。无论哪种形式的公共艺术，或政府认可、或政府

组织开展，几乎无不在政府作用范围之内。积极的政府责任

的履行，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政府在城市

公共艺术建设方面，承担着前瞻统筹、资源调动等作用，没

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台东三路步行街改造是不可能进行的。 

第二，公共艺术的实施需要艺术家转变观念，需要有奉献精

神，也期待更多的艺术家进入公共艺术领域。第三，公共艺

术应该要服务公众，服务于社会，必须走制度化和社区化的

道路。一个城市公共艺术建制的好与坏，则要靠城市里多个

社区去完成。第四，公共艺术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

不能光靠政府承担。而确保公共艺术资金来源的最好方式，

就是立法，确定公共艺术在城市建筑项目中的占资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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