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文化意象在导视系统中的演绎

倪春洪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 300222）

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城市文化意象符号在导视系统设计中的人文认同感体验设计。方法方法 引入城市文化

意象符号基本作用以及对导视系统的基本设计概念进行深入剖析，对城市文化意象符号在导视系统

设计中的应用与表现方法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要在人文认同感的体验设计中发现城市文化意象符号，借

用导视系统设计来演绎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共鸣；通过对城市概念、图形、色彩的提炼，分析城市文化意

象独特的表达方式，让城市文化意象符号赋予一个城市独特的“排他性”，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通过

导视系统设计来感受到独特的城市文化意蕴。

关键词：城市文化；意象符号；导视系统；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J5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4）20-0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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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humanities identity experience design of urban culture imagery in the visual sign
system design. Methods It introduced the basic role of urban culture imagery symbol and the basic design concept of sign
system，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urban culture imagery in the visual sign system. Conclusion
It found urban culture symbols in experience design of humanities identity，deducted the resonance with urban image using
sign system；through the refining of urban concept，graphics，color extraction，it analyzed the unique expression of urban
culture imagery，and let urban culture imagery bestow an "exclusive" city，so that people living in the city can feel a unique
urban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the visual sig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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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视系统在解决寻址问路[1]这一基本问题的基础

上，同样具有彰显城市风貌和品牌、地域特色的作用，

然而我国国内诸多城市的导视系统设计在现代工业

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与人文特色在“不自信”中屈

服于毫无个性的复制。基于此类问题，探讨导视系统

在城市历史文化及人文环境下改进的方法，希望通过

城市概念提炼赋予城市文化内涵，以文化意象图形表

现，形成具有地域符号的城市导视系统便赋予了一个

城市的排他性。

1 城市文化意象与导视系统解析

城市意象是城市文脉的表现形式，而城市的地域

文化又从根本上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导视系统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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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城市文化意象、体现城市形象最直接、最系统化的

方式。作为城市视觉形象和品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

分，导视系统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已经日渐成熟，

特别是在有浓厚历史氛围和地域文化[2]特色的城市中，

导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在与

现代文明的交融中形成的精彩文化成果。在一个城市

巨大的空间尺度内，它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信息是否

清晰可读，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合理并且具有人情

味，是衡量城市导视系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美国学者H·L·葛汉姆在《维护场所精神——城

市特色的保护过程》中曾提到：城市鲜明的特色与强

烈的地方感受取决于建筑风格、气候、独特的自然环

境、记忆与隐喻、建筑材料的使用技艺、历史建筑和桥

梁选址的敏感性、文化差异与历史、人的价值观、高质

量的公共环境、日常性和季节性的全城活动等方面。

由此可见，城市的文化意象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很丰富

的概念。结合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广阔领土

所呈现出的南北西东的文化差异，从文明古迹、自然

景观、物质和精神文明、城市建造格局、地方民族特色

等几个方面出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古都型文化古迹城市：以历史上

在此建都有皇朝历史文明古迹的城市为主，呈现古都

风貌为特点，如北京、西安[3]等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型城市：主要体现在一个城市丰富多彩的物质文

化艺术和精神艺术传统上，如景德镇、深圳等城市；自

然风景名胜型城市：由具有地域特色的山水风景与建

筑相呼应的特色鲜明的城市，如苏州、平遥古城等城

市；民族特色型城市：多以具有强烈少数民族地域特

色和民族文化风情的城市为主，如拉萨、乌鲁木齐、丽

江等城市；近现代文明融合型城市：多以具有近现代

半殖民地特色为主的城市，如天津[4]、西安、上海等城

市。此类城市中城市图形、城市色彩、城市概念特色

凸显，导视系统在其中作用功不可没。

2 导视系统设计与当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建立城市导视系统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解

决一个寻址问路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

问题要面对的服务对象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导

视系统要以人为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方式和现

代技术手段相结合，用简单直观的图形语言和语音服

务的方式为公众服务，使人们在城市中随时都可以知

道自己在何地，要去哪个地方，行走路线如何设计

等。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中，文化概念所形成

的符号[5]语言、图形语言既可以凸显城市的文化底蕴，

更加为城市导视系统的建设增加了更清晰的辨识度、

整体性和艺术性。

2.1 图形与内涵的升华

如果把带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比作底蕴和基

石，那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具有现代文明的设计就是

它的延伸和深化，就像一切艺术的升华都来自于生活

和实际一样，最终都要进行改进和升华[6]。通过这种

方法设计的导视系统才能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意象和

精髓，而并不是对传统纹样和造型简单粗暴的截取、

拼接，硬性的碰撞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和谐的。

2.2 信息与接受的融合

目前在我国导视信息的应用缺少连贯性、系统性

以及规范性[7]。由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导视系统

设计都是作为环境景观设计或者展示设计的辅助系

统而存在的，很少进入城市规划与系统设计的专业领

域对其进行关注，在一个城市的尺度空间内，导视系

统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就更难把握了，这是一项基于城

市网络系统工程，而并非锦上添花的工作，如果在到

达预定目标之前丢失信息或者摄取到无效信息，那么

这个导视系统是不完善甚至是片面的。

2.3 设计与表达的统一

导视设计的系统性同样包含视觉形象的系统性[8]、

整体性和统一性，对文化符号应用过多会造成导视系

统形象的混乱，从而导致导视功能的效力下降，甚至是

断裂不连贯。目前国内一些城市规划管理者为了提升

城市品质加快城市化建设，但是在较长的城市建设周

期内又难以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城市统一风貌难以形

成，新建筑的风格、材料、色彩、高度等方面缺乏统一引

导的原则，容易产生混乱，基于城市建设的导视系统也

受其影响容易受到多样选择的干扰，造成形象混乱。

3 基于城市文化意象的导视系统设计

对于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审

倪春洪：城市文化意象在导视系统中的演绎 17



包 装 工 程 2014年10月

美取向，城市的文脉就像印在每个人大脑里的标签，

方言、服饰、美食甚至是建筑风格、民俗传统等都可以

看作是城市文化意象，个人的文化归属感将城市文化

意象烙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城市导向系统设计同样是

城市意象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区域关系属

性和文化认同属性，是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然而，

这个符号提炼的角度和方法是有源可溯，有据可循

的，城市丰富深厚物质文化和人文民俗特色是导向系

统的一个主要来源：指城市中具有显著特色的人文风

貌在导向系统中的具体体现，是城市风貌的图像化体

现，这一类导向系统往往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加深了对

城市的了解。

3.1 图形的抽象性表达

图形的抽象性表达即将城市具象的物化特色进

行局部提炼或整体概括，历史遗留的文化古迹、自然

景观等比较容易出现在导向系统设计中，这一类的设

计集中提取了城市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特色进

行图形化处理，一些旅游城市比较常用这一类的手法

进行设计，有具象设计和抽象设计，另有一种形式是

抽象化表现，天津“蓝色之滨”社区导视系统采用“鱼”

为主要元素预示该社区所在地为“鱼米之乡”的领域

内，见图1；德国卡尔斯豪斯特的药房和诊所定位系统

中有一个导向形象就是根据受伤的手指抽象图形化

而来，手指本身就有指向的作用，在这个定位系统中，

室内和室外的图标和定位系统的设计重点是摆放药

品的柜子的色彩和位置排列。

3.2 概念的具象性表现

导向系统在解决寻址问路问题的基础上更多的是

要体现一个城市、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机构的风貌和性

格特征。导向系统是最有效也是最能深入到城市各个

角落的有力工具，一个城市如同一个人，即便没有令人

羡慕的美貌与财富，独特的品味和格调同样也能让人

眼前一亮。东莞石排镇为城市形象面向全国征集优秀

创意，一组带有城市概念的方案最终脱颖而出，一举中

标，在中标方案中最让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创意方对

石排镇的概念界定和形象定位，取名“无限石排n次方”

的方案中图形化的概念是一个小写的字母"n"，这个字

母化的图形取自石排镇建筑中具有岭南特色的鳌鱼

墙，这是一类头顶的官帽样屋墙，又叫硬山顶锅耳式封

火山墙，外形与n字非常接近，见图2。

3.3 色彩的意向性表现

城市色彩是指城市公共空间中所有裸露物体外

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生活中常用的人文色彩，例如

建筑物、交通工具、广告等属人工色。北京城市建筑

定下了“外立面主要采用以灰色调为主的复合色”的

调子，既映衬着皇城根儿的独有气质，又体现着政治

文化中心的恢弘气势。在北京地铁内的导向系统及

地铁内部装饰以及北京的出租车车身色彩设计等都

体现了这一点：高级灰色调又不失色彩的丰富性，整

体统一的基础下体现色彩的现代性。澳大利亚第二

大城市有“花园之州”美誉的墨尔本见图3，兼收并蓄

的丰富色彩来容纳多语种、多语言、多习俗等生活方

式，多姿多彩的色彩更加体现了墨尔本的活力、多元、

创新、宜居[9]与包容。
图1 天津“蓝色之滨”社区导视系统

Fig.1 Tianjin"blue community"sign system

图2 东莞石排镇城市形象

Fig.2 City image of Shipai town in Dongguan

图3 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形象设计

Fig.3 Australia Melbourne city im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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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色彩应用到导向系统中更增加了城市的细

节美感，然而如若应用不当，没有统一规划，容易造成

色彩污染。2011年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曾

就上海的轨道交通网络导向系统实施方案进行过一

次面向大众的意见征询，其中对“两种或多种颜色相

拼”实施方案的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双拼色方案

从单纯逻辑上来看是合理的，但是在实际应用时存在

很大的问题，地铁内环境空间比较局促，色彩信息量

已经很大，双拼色如应用在车站环境中会出现色彩繁

杂、含义混淆、干扰识别等情况，该方案未获得通过。

可见，色彩不见得多就是好，色彩本身是没有美丑之

分的，问题主要还是在统筹规划上欠缺功夫。

4 结语

城市的导视系统来自于城市的地域文化特征又

作用于城市的视觉形象建设，是一个城市静态的识别

符号[10]，是城市形象设计外延最为广泛的一部分，也是

城市形象最具体最直观的体现。通过对城市导视系

统进行研究，突出城市独特的文化符号和地域特色，

提高城市知名度，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11]。可以说，具有地域符号的城市导视系统赋予了

一个城市的排他性，完整提升了城市形象，并且有利

于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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