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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地域文化背景下现代城市形象中的视觉符号系统。方法方法 以徐州城市为样本，通过

调查分析和文献研究，分析了目前徐州城市形象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论的设计思想，

指出了走系统设计之路及适应新的审美语境的解决思路。结论结论 要充分抓住两汉文化元素的精髓，经

过现代化的设计，将其神韵融入到徐州城市形象设计的整体和细节之中，帮助徐州打造个性鲜明、识

别性强的良好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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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t studied the visual symbol design of modern city image under the region culture background.
Methods Taking Xuzhou city as a sample，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t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city
image in Xuzhou.On the basis of analysis，using the method of system design，it put forward the solving ideas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method of system and adapted to new aesthetic context. Conclusion It should captures the quintessence of Han
Dynasty culture，integrate the charm into the whole and detail of Xuzhou city image design，and help Xuzhou to build
distinct identifiable cit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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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两汉文化遗存

最多、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决定以“舞动汉风”文化工程为统领，着力打造区域

文化新高地，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是内涵深厚、外延宽泛的概念，可以理解

为公众对一个城市的整体印象。在这个数字化的读图

时代，作为城市形象设计子系统之一的视觉符号设计，

是城市理念的物化体现，是从视觉形态和文化理念等

方面增强城市可识别性的重要途径，在城市形象建设

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何将丰

富的两汉文化元素运用到徐州城市形象的视觉符号设

计中，是徐州城市建设者研究的重要课题。

1 徐州城市形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1 理论研究与设计应用脱节

据调查表明，在徐州有关汉文化的研究机构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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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笔者所在的江苏师范大学，就有专业实体性的

汉文化研究机构——汉文化研究院，专业研究人员十

余人，涉及了汉代历史与文化、汉代文学艺术、汉代美

学与汉画像石等研究。近年来，在徐州各高校及研究

机构先后从事国家省级汉文化的相关课题有20余项，

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较多有影响的

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虽然理论研究的成果丰硕，但是实际设计应用的

步伐还很缓慢。徐州有各种设计艺术机构上千家，在

当地可以经常看见两汉文化风格的建筑、装饰、包装、

广告等，但是，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简单挪用和粗暴复

制的层面上，特别是在视觉符号和形象的开发上，原创

性还很低，缺乏个性。秦汉建筑瓦当中的四神图案、汉

代画像石中的车马出行图等，这些古代经典的图案如

图章式地被随意应用，不管是广告还是包装，盖上这些

图章似乎就代表了汉代和徐州特色，见图1。某些企事

业单位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例如云龙山景区设

计了汉代特色的指示系统，江苏师范大学发布了颇具

汉代风格的VI系统等，但是，这些应用研究相比起理论

来，整体水平还比较低。

1.2 城市个性不足

2012年笔者主持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两汉文

化元素与徐州城市形象设计研究”课题，进行了为期

两个月的调研，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到有效问卷421

份。通过调研表明，在对徐州城市形象的评价问题

上，仅有32人选择了很好，而有256人认为徐州城市

形象和其他同类城市差不多，这就暴露了徐州城市形

象个性不足的问题。

2007年徐州市政府面向社会征集过市标，后来在

媒体上刊登了19个候选作品让公众投票，但其中大部

分作品都是对某个汉文化元素进行矢量化的处理，简

单拼凑，造型雷同，缺乏原创性，见图2，于是轰轰烈烈

的征集也没了下文。作为城市形象视觉要素之一的

市花，是最为直观可见的符号，但在徐州城市形象的

建设中，并没有较好地将市花的形象和理念加以设计

和传播，除了2010年建成的徐州音乐厅造型是以市花

紫薇为创作原型外，在城市各处几乎见不到与市花相

关的设计。在调查中还发现，72.3%的人不知道市花

为紫薇。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山东烟台、四川自贡、

河南安阳、湖北襄阳、江苏金坛等地也将紫薇列为市

花，这就明显降低了符号意义的可区隔性。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了

“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偏重于对城市环境认知的经验

研究。理论认为，一个可读的城市，它的街区、标志或是

道路，应该容易辨认，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形态 [1]。城市

形象的雷同，会导致人的归属感和定向感减弱，甚至消

失。在这样的城市中，公众最初难以识别物理空间环

境，进而也难以感知自我存在的文化特征，最终在心理

上感到失落与茫然，因此，在城市形象设计与塑造中应

尊重和发掘地域文化特征，创造具有鲜明地域文化和

时代特色的个性空间，使公众通过这些空间场所去辨

别物理方位、识别城市的文化特征与地域属性，进而对

所在的城市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2]。

2 解决徐州城市形象问题的基本思路

2.1 走系统设计之路

系统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为设计师提供了全面考

图1 与汉文化相关的广告和包装

Fig.1 Advertisement and packaging related to Han Dynasty

culture

图2 部分入选标志

Fig.2 Parts of the selected lo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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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分析解决城市设计问题的理论依据。著名的建

筑大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在《形式综合论》一书

中，提出了城市整合发展的方法，即有可能逐一建立

这样一种抽象关系，并通过整合这些关系来创造整体

化的设计[3]。这个方法体现出了一种系统论的设计思

想。一座城市的视觉符号设计是一个十分繁杂庞大

的系统工程，它是通过具体的视觉化手段，有组织、有

计划并准确地传达城市理念，是城市特质的符号化表

达，它比企业或机构品牌的视觉识别系统要全面、复

杂得多。城市形象视觉符号设计除了常见的办公用

品、公关事务、广告宣传外，还包括公共设施、公共交

通、公共艺术、建筑景观、道路桥梁、节庆会展、形象宣

传片等。可见，其设计难度大，操作周期长，很多城市

的现状是市标轰轰烈烈出台，而全套应用系统的设计

却是迟迟得不到实施。

笔者在搜集整理了徐州部分企事业单位的标志

及一些视觉识别要素后发现，整体给人的感觉比较零

散，通常是随便找一个汉代经典的造型符号稍加变化

即可。当大家在评价某一造型的优劣时，总是习惯单

独地、静态地来评价它，而忽视了其在整体系统中的

延伸和拓展应用。当人们提起徐州，不是彭祖就是刘

邦或者画像石等这些零碎的“点”，如果能将这些“点”

加以梳理、分类、总结和提炼，使之形成一个更能体现

整个徐州城市形象的符号系统的“面”，那么这个整体

的符号系统便建立起来了，会给人一种更直观、集中、

一目了然的感觉，让大家更加简单、全面地了解徐州。

在进行徐州城市形象视觉符号的开发与设计时，

要明确系统设计的指导思想，并贯穿设计始终，用系

统论的设计方法严格管理设计的全过程，解决每一个

环节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统一、规范、合理的

视觉形象。

2.2 适应新的审美语境

在中国城市形象建设和研究领域，存在一些不好

的倾向。其一是“借古人以自重”，认为堆砌一些传统

元素就有了传统风格，弘扬了民族文化，殊不知，这恰

恰远离了传统文化，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吸收，仅仅是

形式上的一种模仿。其二是盲目西化的倾向，中国的

现代设计几乎完全来自西方体系，太丰富、太迅速的

设计信息令中国设计师无意识地生活在一种西方强

势话语的阴影下，这深深地影响了很多中国设计师的

设计思维[4]。这两种倾向造成的结果是，所展现的表

现形式可能大相径庭，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就是

最终会走向文化趋同，最起码是表现形式上的趋同。

徐州城市的形象，必须是符合当今审美语境的

“现代化”的城市形象，这里的“现代化”是以几千年

深厚的汉文化为根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人思

考问题的方式及对美的判断标准已与古人不同，审

美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延伸，因此，传统经典的两

汉文化造型符号必须朝着适应新的审美语境的方向

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动态的变化，不是复古照搬，

不是期望在今天和未来的世界中再现原始的文化状

态[5]。

3 徐州城市形象设计的方法

3.1 科学提炼两汉文化的基本元素

目前徐州发掘的两汉古迹众多，仅汉墓就有300

多座，并出土了大量的玉棺、鎏金兽形砚、金缕玉衣、

铜牛灯等珍贵的器物，汉画像石及汉兵马俑也极具艺

术和考古价值。

面对如此浩繁的器物和资料，首先要做的就是整

理和分类，找出有代表性、识别性强的器物和造型。

第一类是汉画像石。其题材内容涉及生产活动、神话

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等，主要由“写真”和“虚拟”两种

图像组成，画面充盈，为散点透视，以满为美，主副相

配。第二类是泥模。其造型夸张、生动，风格粗犷、朴

实、简练，并富有雅拙的美感，形式、用途都与徐州当

地的民俗活动、市井民情紧密联系。第三类是汉代的

陶俑。其创作手法夸张、简洁，不讲究细节，对五官、

衣纹等只进行简单刻画，节奏感强。第四类是漆器。

其造型丰富，装饰花纹抽象，线条富有动感。第五类

是两汉墓葬建筑。西汉墓葬建筑雄浑壮丽，东汉墓葬

建筑精巧别致，每座墓都犹如一座地下宫殿，体现了

汉代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

其次要进一步推敲汉代圆浑与朴厚相和，娟秀与

平实兼之，雄快与奇肆共存的造型风格特点，找出器

物形态与装饰风格之间的演变规律，归纳出具有典型

代表性的纹饰和造型。汉代器物造型、装饰艺术都有

简洁而夸张的形象，体现出了汉代人的自信、浪漫、热

情、大气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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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植入新的造型理念和方法

首先，要重视对两汉文化元素“形”的借鉴。两汉

文化元素的造型方式与当时的宇宙观、社会风尚、材

料工艺、艺术技巧等相适应。这里所说的借鉴并不是

对两汉传统造型的生硬照搬，而是对其造型手法、构

成法则等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变革和重构等方法进行

再设计。可以打散再构、抽象具化、变异错位、交替融

合，也可以对每个局部或整体进行分割、拼装，进而将

得到的元素应用于徐州城市形象视觉符号系统中，如

由姜吉荣设计的徐州云龙山景区指示牌，见图3。

其次，要注意“神”的传承。中国传统造型思想

中，把造物看成是物质造物和精神造物两个部分，更

注重精神造物，即“神”的传承。汉代也不例外，最为

常见的代表方位的四神纹，同时也与汉人避邪求福的

观念相联系。如今在使用这些造型和纹样时，不能仅

仅考虑到审美功能上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如何挖掘和

传承汉代造物的精神，它不仅可以帮助建立城市的直

观形象，还可以塑造城市的精神内涵、气质和个性。

这些新的造型理念和方法是在把握两汉传统视

觉符号所蕴涵的精神与审美内涵的基础上，植入现代

的造型理念和构成方式，避免简单的复古和随意的简

化，创造性地对两汉文化元素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在

继承中进行再设计。

3.3 适应新媒体的传播环境

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发展迅速的新媒体为设计者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现手段，新媒体技术将相互分离

的文字、图形、声音等各种信息的传播形式有机地融

合在一起，实现了更多的创意可能[6]。伴随着越来越

多的信息接收终端的出现，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形

式也不断增加，几乎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相对传

统的海报、户外广告等宣传方式，新媒体版面更注重

动态、多维和立体的整体纵深性结构。在澳大利亚墨

尔本城市形象设计中，市标由字母"M"设计而成，其内

部被多重三角分割构成了立体的几何形态，不仅象征

了墨尔本市的活力、新潮和现代化，而且使标志无论

在平面印刷品、立体空间还是网页动态媒体上都能得

到充分应用，见图4。

在进行徐州城市形象视觉元素的开发时，不仅要

考虑到某一静止状态和单一视角的效果，还要考虑到

一旦成为动态效果时它的延续性状态，以及与受众互

动之后可能呈现出的种种样貌，通过针对性设计避免

对信息传达的干扰或整个系统画面的不协调。

4 结语

徐州城市形象视觉符号的开发与设计，是以直观

的线条、凝练的色彩、丰富的图形作为城市整体形象

的缩影。如果能够充分抓住两汉文化元素的精髓，通

过现代化的设计，将其神韵融入到徐州城市形象设计

的细节和整体中，在实现理解认知的基础上进而产生

联想与共鸣，就有助于打造个性鲜明、识别性强的良

好的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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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龙山景区指示牌

Fig.3 Yunlong mountain scenic indication design

图4 墨尔本城市形象设计

Fig.4 Melbourne city im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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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视觉艺术中，同样存在着自身的文化逻辑和精神

构架[9]。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汉字招贴设计艺术中的意

象对话，再度唤起了人们对汉字符号意义的视觉化发

掘。东方文化将汉字的精神演化为新的视觉符号，创

造了新的视觉语境，这成为了汉字招贴艺术寻求文化

的一种方式。汉字招贴在延续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意

象的运用增强了汉字的趣味性，使招贴设计具有了丰

富的视觉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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