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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t up research in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it is view that assess after not using that probe into after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pluralism take with underground, the step that the city advances fast, public art gets involved in Volkswagen and

transports the influence produced toward city view , especially people''s emotion to the city is produced and changed, hope that the

people understand to some extent about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the common department sets up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to revise to some extent, while the people take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can also experience the

existence of city aesthetics . This research is from (1) the difference of public art and general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2) Image function of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3) Function of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4) Art,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5) Share (environment and space

aesthetics) etc. and face the discussion in the land with the public field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understand that has

involved combining social, public , history, space, artistry and culture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of stepping the

consciousness idea of the field. People can mould through the cultural activity or the industry activity too except coming from the ur

ban one''s own topography to the urban image (City Image), the airport, victory are transported, brings people into the entry of the

city from the edge at the expressway or the railway station, by tak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the people, to the city gate,

temple, decorated archway, square! Wait for the tangible image of the city, produce emotion and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humanity

of this invisible image of city, and then admit (City Identity) to the city, through underground being and vast in the hinterland,

whether can produce the link with this plac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art . Combine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that view architect, architect, planning designer, poet, historical schola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ersonnel of public

relations finish together, whether have strengthened history and place consciousness space culture and life style in the city, let the

people who tak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njoy the joyful space in the journey, produce the new

experience, new city image; In range being the masses of, between function and space similar other airport, victory transport with

expressway too, the public reference index of having the position of art, it is convenient to distinguish the function of the strange

environment, create the uniqueness of the field l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hether can display the loc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 promot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 the view of appearance of the city, spread out and take place the art

education chance, create the space on intimate terms, appreciate, participate in dialogue with art. So p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artistic case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in order from documents, divide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into the airport, victory transporting, three big classes of expressway and discuss, tabulate in accordance with characteristic

its, including masses transportation system public matchmaker material, author, make way, setting up the place, etc. of art, probe

into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and set up the place, understand after investigating and analysing with expert''s

questionnaire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wheth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art all accords with the masses'' demand, while setting

up public ar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of masses in the future with the profit, can drive enter people and work of space this produce

interdynam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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