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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光隧道》是河北省馆陶县公主湖景区主要景观，在主题上深入反映馆陶县及所处邯

郸地区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在设计思路上集中体现公共艺术融入环境和鼓励公众参与的核心思

想，在提升景区品位同时兼具文化传承功能，真正起到繁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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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艺术是在开放空间中具有公益精神内涵的

艺术品。20 世纪末，中国艺术界开始对公共艺术予

以更多关注。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存在内外两种因素：

一方面，国外公共艺术的发展已经跨越几十年的岁

月，美国、日本、欧洲的艺术家在探索这样一种新

型艺术形态上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另一方面，国

内的城市雕塑还往往以主题性、纪念性雕塑和追求

形式美感的景观小品为主，以反映艺术精英审美模

式为多，真正关注平民精神情感和文化体验的作品

太少。
[1]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民众艺术自主精神的

增长，公共艺术作品的发展已显得刻不容缓。 

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公主湖景区大型公共艺术

《时光隧道》就是这样一件具备现代公共艺术主要

特征，又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公共艺术作品。

其在主题、造型和材质选择上都做到契合地域特色

文化，在设计过程中集中探索了公共艺术的形式多

样性和公众参与特征，并在生态美学、人体工程学

等学科知识的支撑下，成功运用多种设计方法将作

品与周边环境紧密融合，取得良好艺术效果。在这

篇文章中，笔者尝试将该作品论证、设计中的心得

总结提炼出来，以期为中国公共艺术和邯郸文化发

展作出一定贡献。 

一、环境分析 

与传统雕塑相比，公共艺术具有更为鲜明的环

境属性，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环境决定了公共艺术

作品的主题、形态、尺度、色彩。因此，作为馆陶

县公主湖景区主要景观，设计者在设计之前首先要

考虑的就是所在景区、广场的人工环境（硬环境）

和所在城区的人文环境（软环境）。 

从景区硬环境来看，馆陶公主湖景区是邯郸市

的 244 项重点城建标志性工程之一。
[2]
景区总用地

53 万平方米，景区设计以“文化、休闲、生态”为

核心理念，建设了两场、三馆、两中心、三岛、十

四桥，规划了面积 300 余亩的湖面水系，并设计了

驸马古渡、黄花故台等 15 处小品，整体视觉观感现

代大气，这决定了公主湖景观艺术的形态应当符合

现代景观设计思想。 

从城区软环境上说，馆陶虽然是一个人口小县，

但是历史悠久，春秋时此地属晋，战国时属赵，至

汉初设县。城西北有陶丘，赵时曾置馆于其侧，故

得名馆陶。历史上有四位皇帝女儿被奉为馆陶公主，

更涌现出魏征、抗日名将范筑先等历史人物。馆陶

所在的邯郸地区是赵文化汇聚之地，这几方面因素

决定了深厚历史和灿烂文化应当是公主湖景观艺术

的主题。 

如果将硬环境和软环境综合起来考虑，公主湖

景观艺术首先应当符合现代景观设计潮流，采用现

代设计理念与手法。更应当从馆陶深厚的历史文化

中汲取精华，选择能集中体现这一主题的形式语言。 

二、主题提炼 

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传承自哈贝

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把重点放在倡导社会文

化体系及审美观念多元化上面，重要功能在于“创

造传承历史文化文脉的艺术化意境，使场所空间更

好地为人服务，满足现代人对精神享受的更高需

求。”。
[3]
因此要想通过公共艺术的形式表现馆陶历

史的来龙去脉，选择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并将

公众的参与作为公共艺术论证、设计中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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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来自不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多方论证，最

后决定以文字形式为主表现馆陶历史，并根据此命

名为《时光隧道》。文字内容部分从夏商周直到 2000

年，分为“五帝、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等多个不同历史时期，涉

及馆陶历史上诸多事件和知名人物。在文字内容确

定过程中，通过广泛征集公众对文字内容的意见，

呼唤市民大众的艺术自觉和热情，以体现公共艺术

公众参与创作的特征。这也是现代公共艺术的重要

功能之一——“激发人们参与到艺术的欣赏和创作之

中，解决社区问题，增强基础物质和环境建设。”
[4]
 

尽管文本是主题内容，但由于单纯的文字表现

力不足，因此还用写实手法表现了脚印、车轮印痕

等，既直观表现了历史进步的轨迹，又为欣赏公共

艺术作品提供了视觉依托。为了从具体形象中抽离

出历史文化意蕴，脚印和车轮印的尺度都被放大，

以使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使参观者产生敬畏感。

从细节考虑，为了让观者更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流

动和每个时代的面貌，因而将脚印分为成年男女和

儿童。将男性的赤脚大脚印作为蒙昧时代的标志，

然后是草鞋底的编纹、手纳布鞋底的针线纹、胶皮

鞋底的塑印纹、皮鞋底的模制纹。女性赤脚脚印后

是稍小于男鞋的女鞋鞋底纹，从宋明开始的缠足弓

鞋鞋印和近现代乃至当代的高跟皮鞋印。车轮也采

用这种视觉形象的象征手法，从木制车轮印到胶制

车轮印，从牛车、马车的车辕宽度和车轮厚度，延

展到汽车的固定轴长和轮胎厚度——这些看似细微

的艺术表现手法，恰恰能最大限度地加强艺术表现

力和文化厚重感。最后，脚印、车轮印的方向与文

字历史展开方向一致，为公众欣赏提供了参观方向

上的参照，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三、形式生成 

不论从学术上还是实践上说，公共艺术都是一

个涵盖面相当广的概念，在形式上已不仅是室外雕

塑，而是灵活运用了壁画、雕塑、水体、建筑、公

共服务设施，将重点放在对人文和自然环境的美化

改良上。因此，《时光隧道》在主题明确后，就需

要考虑以怎样的形式来表达这一主题。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时光隧道》的形式至

少需要满足三个要求。首先需要满足文字承载需求，

近四千年的历史内容要表现出来需要相当篇幅，还

要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考虑游客阅读的便利性；其

次需要与较大的广场面积契合；最后，《时光隧道》

的形式需要与广场轴线正中主雕塑——《袖舞清风》

呼应，要充分达到烘托主雕塑而又不是喧宾夺主的

目的。这三个需要基本决定了《时光隧道》较大的

长度及基本齐平于地面的形式特征。 

在这一总体形式特征中，笔者交替运用了“化

有形于无形”、“转时间成空间”和“变单一为多

样”三种形式生成的逻辑： 

（一）化有形于无形 

从学术上说，公共艺术不是一种封闭形态的艺

术形式，因此公共艺术作品必须能做到以开放性的

艺术精神重新整合所在的人文环境和人工环境。在

公主湖景区这样的大型开放性空间中，公共艺术作

品必须保持相当大尺度才能与环境相契合，但是巨

大体量必然带给观众一定的压迫感，违背开放性原

则。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汲取欧美国家公共艺术

发展思路，基于低调内敛的原则，将作品设计为扁

平形态，主要部分仅高出地面 10 公分，使作品更好

地与充斥水平、垂直线条和坚硬平面的广场环境契

合，从一定的距离上看基本没有改变广场的视觉轮

廓，更不会对主雕塑《袖舞清风》的表现力造成影

响。这种形式还更容易在实现历史承载主题的同时

为公众阅读文字提供便利性，更不会阻碍交通流线，

允许公众亲身体验穿行其间的乐趣，可谓化有形于

无形。 

（二）转时间成空间 

《时光隧道》既然以历史记述文本为主要内容，

就需要从形式上考虑如何保证游客按照年代次序阅

读的顺序性，又要保证平衡性，也就是说不能使某

个历史年代的内容处在不适宜阅读的位置。最后综

合考虑多种因素，决定拉长作品总长度，使作品在

水平方向上展开而非向垂直方向伸展，最后作品总

长达到 170 余米。如此拉长作品长度为实现主题和

完善形式都带来诸多优势，首先这使文字内容能够

以单纵线方式顺序排列，成功保证了年代之间的平

衡，可以说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转换。更重要

的是，如此长度的作品具有更清晰的“结构骨架”
[5]
，

其轴线与广场轴线保持着高度一致，长宽比也与广

场形态有所契合，因此得以更好地融入广场，成为

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变单一为多样 

如此长度的作品很容易在视觉上呈现单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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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设计过程中特别注意了长宽比的变化，特别

是在部分段落与水体、绿化有机结合，实现了水平

方向的下沉和垂直方向上的拓展。还通过与广场铺

装的配合，实现了《时光隧道》整体尺度和形态上

的丰富变化，给人以明确的秩序感与一定的视觉冲

击力。除了作品形式以及广场铺装等手段外，如何

保证作品丰富多样的视觉观感，就需要依靠作品本

身的材质表现力。 

四、材质选择 

《时光隧道》的材质选择需要满足多方面考虑，

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需要与广场色彩对立统

一，既要从广场的整体灰色调中凸现出来，又不能

对比太过强烈以损害整体性；二是需要满足突出文

字内容的需要，这就意味着材质要适合刻字并能与

文字色彩实现反差以便于阅读；三是需要满足露天

安置需要，而且由于作品在地面水平放置，无法避

免雨水存留、阳光直射和游人踩踏，因此对作品材

质的坚固耐久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最后为《时光隧道》选择

两种石材搭配使用的方案。中间部分是 1.1 米宽的

印度红石材，主要用来承载文字部分。印度红色泽

鲜明，能够很好地突出文字，同时石质细腻便于精

细雕刻，但印度红价格相对昂贵，全面采用会突破

预算限制。因此，印度红石材两侧采用山东荣城石

岛出产的石岛红，各宽 1.7 米，主要用于雕刻脚印、

车轮印部分。石岛红属于花岗岩一种，质地坚硬，

不易风化，往往被誉为露天雕刻的首选之材。其色

泽与印度红属于同一色系，又比后者稍淡，两者形

成了很好的统一，又有明确的对比，丰富了视觉观

感。抛光处理还进一步带来了光滑肌理与优美色泽，

完善了作品整体艺术效果。同时，石材上的刻字和

脚印、车轮印部分相对粗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滑

功能。 

五、结论 

《时光隧道》落成一年多以来，作品得到社会

舆论和专业人士广泛肯定，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基

于此，《时光隧道》设计所追求的三个主要目标全

部得以实现：一、试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艺术设计

思路，使被动观赏成为公众发自内心的共鸣与融入

式体验；
[6]
二、为环境提供优美、安全、便利的景观

艺术作品，大范围提升环境宜居程度。三、传承优

秀历史与地域文化。《时光隧道》设计中所取得的

合理经验如果能在今后得到推广应用，应当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公共艺术论证、设计水平，并

使公共艺术发展进一步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

好地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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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practice of public art—case study of Time Tunnel in the scenic 
region of princess lake in guanta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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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me Tunnel is a major scenic spot of Princess Lake in Hebei province. On one hand,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posits of Handan. On the other hand, it embodies the core value of public art in terms 
of the integr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ncouragement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refore, the work not 
on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he scenic spot but also inherits the culture of the region. As a result, it’s benefitial to 
the prosperity of people’s spiritual culture.  
Key words: Guantao; time tunnel; public 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