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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从宣扬城市文化的角度提升宁波旅游形象。方法方法 挖掘宁波城市文化的商贸特征，再结

合艺术设计的形式法则和技术手段，运用图形化的语言，设计出直观典型的宁波城市旅游纪念地图。

结论结论 城市文化的旅游纪念地图是游客了解一座城市面貌和地域风土人情的有效手段，是当地百姓回

顾城市历史时寻求情感共鸣的现实载体，是城市旅游业运用设计手段提升行业规范的有力途径，是运

用图形方式宣传城市的直观方法。以宁波旅游纪念地图设计为例，为城市旅游形象推广及旅游纪念

品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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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bo Travel Souvenir Maps Desig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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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opagating city culture，consider the specific strategy to improve
the image of Ningbo urban tourism. Methods Typical travel souvenir maps of Ningbo was designed by means of
excavating the commerce and trade characters of the urban culture and combining the form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of art designing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graphical language. Conclusion City souvenir map which combines with
urban cul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tourists to understand the urban landscape and local customs. It is a real carrier for local
citizens to review the history and seek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the city.It is a powerful way to improve the tourism
industry norm with design means.It is also a visual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city′s image in a graphic manner.It takes
Ningbo urban travel souvenir map design as an example and has proposed new ideas and thoughts for the promotion of
tourism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 design of tourist souvenirs，to provide a new method to promote image of city tourism and
design travel souven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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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当前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的

主要空间，城市中所承载的产业、所涵盖的建筑景观

和自然风貌、所拥有的历史民俗传统都是城市文化的

体现。但是城市文化更为核心的内容是公众认知和

归属意识，前者是世人对这座城市现状的普遍理解，

后者是人们对于城市价值的认同程度[1]。城市文化深

层次的提炼就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表达。

1 宁波的城市概况

长久以来宁波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商贸发达的历

史文化名城。宁波城建于公元738年[2]，人类居住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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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3]。宁波拥有长期的经商传

统，宁波商帮是全国闻名的商帮[4]。宁波航运和对外

交流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至战国时期，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通商口

岸。改革开放以后，在临港产业和私营经济的带动下

宁波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宁波港的货物吞吐量

已跃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也居世界前列。

对于宁波这座汇聚了现代与历史，结合了时尚与

传统，汇集了制造加工、港运物流、商贸休闲等各项功

能的综合性海港城市，它的城市文化和地区特征很难

用只言片语来描述，也很难用一种色彩来定义。同样

对于宁波这座城市的公众认知和城市价值也一直缺

少一个可以描述、探讨的载体，这也是宁波的城市形

象模糊和旅游影响力落后于周边城市的原因之一。

2 宁波旅游的城市文化现状

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市场的恶化，对以外贸加工

为主的宁波传统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宁波政

府大力发展创意文化、服务经济和旅游产业来挖掘宁

波经济的新增长点。政府近年来着力打造历史文化、

海洋旅游、工业旅游、湖泊旅游、四明山旅游、佛教旅

游等专项产品[5]，而对于旅游产业服务和整体宣传的

主要载体——城市，其文化和形象的挖掘和塑造却鲜

有成效。在很多人看来，宁波是一个经济发达、时尚、

开放的沿海商业城市，但有关宁波城市本身的旅游项

目却很少，随着城市规模的一再扩大，很多宁波市民

对城市历史都不是很了解，而不少老宁波人也缺少回

味城市记忆的载体。

为了将宁波百姓眼中的城市气质，外地游客和商

务人士心中的城市格调提炼概括出来，宁波在2005年

提出了“东方商埠、时尚水都”的城市口号，又在2009年

重新征集应用了“港通天下，书藏古今”这一更具文脉

传承的城市口号[6]。2012年，宁波在世界范围内征集城

市形象设计方案，这是更广阔的传播平台，面对更多的

受众来宣传了宁波这座城市。但这些口号和图形很难

全面、系统地概括宁波的城市文化。

3 宁波的城市旅游地图设计

相比较周边城市明确典型的城市形象，为了将宁

波城市的历史与时尚、文艺与商贸更完善的表达出

来，呈现更直观具象的城市文化，思考出了可具操作

的载体——旅游信息地图。

地图是人们了解一个陌生区域的常用工具，其视

觉化的表述方式以及系统全面的大容量信息传递可

帮助人们解决关于空间定位的相应问题。传统地图

结合了地域民俗、旅游景点、饮食休闲、交通线路、广

告宣传等大量城市信息，在制作和设计时主要考虑地

图本身的功能性。对于城市文化相关的思考很难在

有限的纸张篇幅里得到详尽的阐述，并随着移动互联

网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各种有关导航、购物、

旅游攻略应用的日益完善，传统地图的功能和市场在

逐步弱化。相比之下，经过精心设计，以传达具体文

化内涵和地域特色为目的的纪念地图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青睐。从厦门鼓浪屿的各种旅游纪念品商店里

形式各异的手绘地图到上海世博会场馆地图，都是运

用一定的表现技巧提供特定文化体验的典型案例。

当前，全国许多旅游城市以及不少旅游景点都有集宣

传、指示、纪念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地图，而宁波

目前还没有此类的旅游地图。

结合宁波城市文化的思考，为了更好地传递宁波

的城市历史信息，挖掘城市文化底蕴，提升新老宁波

人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进一步向

游客传播宁波地域文化特色，因此以宁波老三区的主

要景点入手来制作宁波旅游纪念地图。

3.1 关于宁波城市文化的思考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7]，在海港地域、殖民历

史、商帮文化、浙东民俗、贸易经济的多重影响下，形

成了宁波与众不同的城市风貌和独一无二的城市文

化。宁波糅合了多种风貌的城市特征，但每一种都没

有达到极致，对比东部沿海的其他主要城市，宁波的

时尚相对于上海少了几分都市节奏，宁波的文艺相对

于杭州少了几分婉约个性，宁波的传统相对于南京少

了几分文脉历史，宁波的知性相对于苏州少了几分精

致气息，宁波的安逸相对于厦门少了几分小资情调，

这无疑给宁波城市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带来难度。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8]，回顾历史

来思考宁波城市文化，发现商贸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宁波从战国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南京条约”的五

口通商口岸之一，再到改革开放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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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商贸就是其文化和传承：明代中晚期形成的宁

波商帮，现在仍对世界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宁波城区

里面还有不少关于受商贸流通影响而形成的建筑，如

庆安会馆、天主教堂、鼓楼；宁波的文化、民俗、饮食也

由于长期经商的原因，受到了日本和西方的影响；宁

波的通商历史对教育、慈善、宗教、方言等方面都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通商历史和商帮文化在宁

波城市文化组成要素的各方面都有体现，因此在地图

的设计和思考上以此为基础来展开。

3.2 选取典型城市旅游景点

旅游纪念地图围绕典型景点来展开，宁波市范围

内就有很多体现出商贸特质和文脉传承的景点，一部

分是体现传统与历史的，如天一阁、鼓楼、天峰塔、天

宁寺塔、天主教堂、庆安会馆、慈城古镇、七塔寺、保国

寺等；一部分是围绕现代商业活动的，如天一广场、城

隍庙商业街、老外滩、和丰创意广场、国际会展中心

等；还有一些是供宁波老百姓文化休闲的，如博物馆、

美术馆、大剧院、图书馆等。这些景点涵盖了城市的

历史，也体现了宁波市民的现代生活，景点的布局能

帮助游客和市民认识城市的全貌。此外，将具有商贸

传统的历史旅游景点和当前商业生活的景点相结合，

可更好地体现城市的文化特征。

3.3 绘制景点图标

根据各个景点拍摄的照片，选取典型角度，提炼

景观建筑的轮廓特征，思考形式上的简洁直观，运用

绘图软件，设计出写实风格的景点图标。宁波市区各

景点图标矢量插画见图1，将商贸遗迹和现代地标运

用一致的风格进行表达。

3.4 绘制地图轮廓

宁波是一座水系丰富的海港城市，但海岸线离城

市较远，其中姚江、奉化江、甬江穿过宁波境内，将市区

分成海曙、江东、江北3个区，形成了著名的城市地理特

征——三江口。三江口是宁波近代商贸历史遗迹和现

代市民生活的集中地，围绕三江口的有庆安会馆、天主

教堂、天峰塔等重要商贸遗迹，也有天一广场、美术馆

等城市休闲生活场所。因此要在地图轮廓的绘制上体

现出相关要素，用示意的方式绘制宁波城区轮廓。

3.5 协调地图的表现形式

地图作为相对复杂的视觉传达设计对象，要把地图

中所有要素当作相互关联的一个完整体系来看待[9]。为

了满足表述城市形象的视觉语言需要，应协调斟酌多

处细节，以符合宁波这一传统商帮城市的形式风格，

其风格也应适合作为旅游纪念并符合宣传宁波城市

形象的功能要求。

1）色彩搭配。考虑到信息的易读性以及整体风格

的历史感，地图运用单色系的设计。浅灰色作为地域

轮廓的颜色，深褐色作为地标主体和地图背景的颜色。

2）图标形式。单色的景点图标结合其图底关系，

更直观地体现景点特征。不同粗细和颜色的两次描

边，可在画面中突出图标的立体感，同时在形式上避

免单调。

3）地标指示文字。用气泡的形式标注图标对应

的景点，气泡使用的颜色和形式应与图标一致，选择

手写字体可体现城市的亲和力。

4）标注符号。景点的主要文字描述安排在画面

上，为了保证画面的整洁统一，将各个图标按字母顺

序进行标注，字母的选择以视觉辨识度为前提，并给

字母增加背景框和阴影。

5）图标空间位置示意。结合大致的地域空间，将

图标放置在地图所示的3个区，由于旅游纪念地图强

调纪念和宣传的功能，并要确保图标的可视度和地图

版面的整体效果。因此，图标不一定相应地处于景点

所在的地理方位，如宁波博物馆位于鄞州区，它和宁

波美术馆都是由建筑大师王澍设计的，在建筑界享有

盛名，是宁波旅游的新地标，其地理位置接近江东，故

也放置在地图上。基于城市文化思考的宁波旅游纪

念地图设计见图2。
图1 宁波市区各景点图标矢量插画

Fig.1 Illustrators of tourist attractions at Ningbo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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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地图设计及其应用的多样性

结合不同应用领域和形式风格的情况来调用平

面设计的相关素材，重新思考相应图标的配色、轮廓、

形式等问题，完成不同风格的宁波旅游纪念地图设

计，见图3。此外，旅游纪念地图可应用在纪念文化

衫、旅游宣传海报、旅游纪念品包装等城市形象宣传

的各个领域，更直观地向世人传播宁波城市的文化特

征，也为新老宁波人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所在的城市提

供一个媒介。地图的素材应用在多个领域的设计也

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10]。

4 结语

基于宁波城市传统商贸文化的思考，对宁波旅游

纪念地图设计做了相应的尝试，希望通过更广泛和深

入的实践探索出如何使用艺术设计手段来构建及表

达城市文化，为城市文化的挖掘和塑造提供更多的理

论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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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风格的宁波旅游纪念地图设计

Fig.3 Ningbo travel souvenir maps with different styles

图2 宁波旅游纪念地图设计

Fig.2 Ningbo travel souvenir map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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