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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探究广东绿道景观的功能与
美学评价体系

收藏周刊：绿道建设成为了您研究

艺术介入公共生活的切入口，并完成了

国家级的《广东都市绿道景观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课题，能否大致介绍一下这个

课题的情况？

吴卫光：这是由我主持的2017年度国

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组成员有陈

鸿雁、吴文洁、吴锦江、张健、刘琳婕、袁铭

栏、王轩、余雁、朱晓斌、李彤、张宇葳等。

这个项目针对珠三角结构性生态廊道保

护体系缺失的问题；满足城乡日益增长的

亲近自然的需求；推动珠三角生态保护和

生活休闲一体化及城乡建设三大方向，以

艺术设计的角度进行介入，从理论和实践

等方面探究广东绿道景观的功能与美学

评价体系和开展广东省绿道网景观设施

规划设计及改造研究。

收藏周刊：您为何会觉得城市绿道

需要艺术的介入？

吴卫光：随着国内城市绿道的发展

与完善，城市绿道空间已经成为市民休

闲健身娱乐和公共交流的重要场所。然

而从部分城市的绿道，尤其是珠三角已

建成的城市绿道的调研来看，部分城市

绿道空有形（形式）而无物（内涵），绿道
景观缺乏给人审美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
感受，以及在城市风貌塑造、市民公共生
活构建、城市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与作
用。城市绿道不应仅仅是提供一条可以
步行和骑车穿越的道路，而应是市民生
活的“客厅”、城市历史文化的“展厅”和
城市公共生活的“舞台”。

公众对绿道希望获得更多的
精神享受

收藏周刊：在您看来，公共艺术与城

市绿道可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吴卫光：公共艺术正是在城市职能

转变、城市发展需要和市民生活审美的

多样性需求的背景下，以艺术介入城市

空间和市民生活的方式，传承城市的历

史与文化、塑造城市的风貌与特色、丰富

市民生活的内涵与品质、构建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的公共精神与公共

价值取向。因此，公共艺术的价值属性

完全契合和满足城市绿道的发展需求，

城市绿道需要公共艺术的介入来促进和

强化它作为市民生活、城市历史文化和

城市公共生活的载体和意义。

因此，具有当代艺术精神的公共艺

术如何介入城市绿道空间这一个问题，

将是城市绿道研究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收藏周刊：那作为文明城市新开辟

的公共空间，城市绿道可以如何让公共

艺术的介入而变得更具有精神内涵？

吴卫光：在过去的10年中，绿道的建

设和公众对绿道的需求逐步在发生改

变。从建设的角度来说，绿道的品质不

断在提升，相关的设施不断地完善，包括

绿道路面的质量、尺度、沿线景观、视觉

指示标识、驿站建设等；另一方面，市民

（使用者）对绿道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从作为城乡连接的慢行系统逐步完善到

公众低碳出行自觉意识的逐步形成，这

说明了公众对于绿道从得到基本的功能

需求到希望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这对

绿道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

几年的持续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个现象，

这也刺激我们产生了艺术介入绿道景观

的计划。

将公共艺术作品作为绿道
景观

收藏周刊：在这过程中，你们具体如

何通过实践，把艺术与新的城市空间有

机融合？

吴卫光：通过绿道连接历史文化景点

——就是说是利用绿道，把绿道沿线周边

的红色景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和历史文

化保护的遗址等，通过不同的形式串联起

来。或者引导市民到就近的景点参观打

卡。例如广州西关都市绿道周边，沿线经

过很多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通过艺

术设计的视觉标识对绿道使用者进行引

导，进一步强化使用绿道过程的精神内

涵；再例如开平社区绿道与碉楼，我们也

想了很多办法把碉楼本身的历史文化内

涵通过绿道串连起来并融为一体；还有顺

德北滘黄龙村党建公园，这里的雕塑艺术

作品则强化了当地红色记忆。绿道同时

成为线性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廊道。

收藏周刊：如果把上述的串连理解

成绿道让文化有了新的连线，那么，绿道

作为连线的本身，是否也有空间可以让

艺术介入的？

吴卫光：有的，在绿道沿线设计和加

入公共艺术作品——将公共艺术作品作

为绿道景观，给人审美上的愉悦和精神

上的感受，增加绿道慢行过程中的“兴奋

点”。例如放置一些与地域文化相关的

雕塑、装置；还有通过雕塑或者平面的形

式，重现集体记忆中的场景、人物或事

件，更重要的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沿线

设置二维码提供相关的历史文化故事。

还可以着重绿道沿线的视觉标识、

公共家具、驿站的休息空间的艺术设计，

在驿站举办一些艺术展演活动，让市民

在休闲出游的同时，获得艺术熏陶和审

美方面的享受。

收藏周刊：可否说，对公共艺术的运

用好坏，可以作为衡量该城市文明程度

的指标？

吴卫光：确实是这样。实际上，近

年来，随着人们对文化艺术生活品质的

提高，这里产生了巨大的视觉美学需

要。以往不少艺术工作者都忽略了这

一点，即只管把眼光注重了博物馆、美

术馆甚至商场的公共性，但实际上，城

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持续提高，生活方

式更加多元化，随着绿道的全面贯通，

出游已经成为了新城市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但行走的市民越来越多，而

且市民对绿道的各种生活内容上的“填

充”也越来越丰富，有情侣伙伴漫步，有

的骑车，也有一家几口散步郊游的，这

里所形成的慢生活与在商场里的快节

奏都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愿

意把时间留在绿道里，那么，这时候艺

术就大有可为，同时也是市民吸收文化

艺术最好的户外时光。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吴卫光：

绿道形成的慢生活将是最好的公共艺术空间
日前，在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岭南美术文献中心举办了“绿色·
多维——广东都市绿道景观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的课题成果展暨研
讨会”。这被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
馆长刘淑贤评价为，作为该中心第
一次承办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
学术活动，将进一步提升图书馆为
教学与科研提供的服务水平。事
实上，这个课题确实也衍生出了40
余项设计实践；获得国家级奖项1
个，省级奖项3个，专利1项；政府
采纳成果3项；发表论文7篇、参加
全国美展1项、广东省省级展览3
项……可谓硕果累累。

绿道景观研究项目以多个不
同的角度，从绿道的功能满足延伸
至美学追求，从尊重在地文化至公
共艺术介入，从健体的慢行系统至
连接历史文化景点，融合红色历史
景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
面，以多维的方式研究广东都市绿
道，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展览由
广美图书馆副研究员吴文洁策展，
而作为本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广州
美术学院教授吴卫光接受了收藏
周刊的专访，他认为，绿道形成的
慢生活将是未来最好的公共艺术
空间。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吴卫光，广州美术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

州美术学院本科及硕士研

究生、华南理工大学博士

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广州

美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

高等学校设计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广东省工业设计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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