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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城市导识系统区域文化的彰显来激发城市的革新动力，引领城市迎接新时代的机遇和

挑战，诠释城市的历史和传统以传递城市的文化基因。方法 通过城市导识系统区域文化分析来帮助人

们认知和使用城市空间的信息体系。结论 在全球化城市竞争的背景下，区域文化已成为评价城市竞争

力的重要指标，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和建设也已经进入了区域文化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导识系统

的区域文化就是城市性格的缩影，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城市导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扮演了城市区

域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维护者、传播者和革新者的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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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urban guide system can stimulate the city's innovation, lead the city to meet the new 

era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pret the city's history and tradition, in order to convey the city's cultural genes. 

City guidance system is an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helps people know and use the city space. With the intensified global-

ization of city competition, the value of city cultu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king city’s quality a signifi-

cant element for the evaluation of city’s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As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city’s material civi-

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ity guidance system is the epitome of the character of city. In the new turn of city evo-

luti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ity guidance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a general trend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ity’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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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化的浪潮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竞争，

每一座城市都深刻认识到保持自身个性对于提升城

市魅力的重要意义，这种趋势使人们对城市的硬资本

和软实力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对城市区域文化产生

了新的认识。城市导识系统作为城市运作的神经系

统，对维持城市的活力、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播和城市

性格的表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导识系统是帮

助人们认知和使用城市空间的一种信息体系，它帮助

人们与城市建立起丰富、细致的联系，形成对城市的

真实情感[1]。城市导识系统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

既包括如公交线路导识系统、地铁线路导识系统等在

内的复杂的大型信息体系，又如街道、广场、建筑、

公共艺术小品、路牌、标志图案及相关图形符号等在

内的具体的信息载体和表现形式[2]，这里以城市地铁

线路导视系统为例，论述城市导视系统与区域文化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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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导识系统中的区域文化需要彰显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导

致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

它不仅加速了物质、资本、人员、信息等各种资源在

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也加速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及

不同城市之间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3]。世界各国

的城市之间为了寻求全球资源、拓展全球市场、获取

全球化的生存空间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角力，从而

促使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和调整，也促成

了城市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其中 显著的一个特

征就是城市导识系统的区域文化彰显，正如巴黎艾菲

尔铁塔为标识的城市导识系统就很好地彰显了浪漫

之都的区域文化。 

在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时，导识设施的材

料质地、造型特征、使用的文字与图形、色彩等，与

导识系统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变化、建筑与道路、

绿化与水体等综合环境因素相互联系[4]，共同将城市

的文化特质与生命气息传递，这一过程便实现了城市

导识系统的性格化。在全球化城市竞争、城市发展处

于新老交替、保留共性与个性的背景下，生活在城市

的钢筋水泥城堡中，城市导识系统的性格化成为城市

发展、城市设计与城市管理面对的关键问题，城市的

历史、民族、地貌特色、文化、宗教的综合融入[5]，

必须简单、明了表达城市内涵，建设、完善独具性格

魅力的城市导识系统既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必要举

措，更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综览世界各地，

每一座雄心勃勃的城市都在努力促进和实施城市导

识系统的区域文化表现，城市导识系统的发展已然进

入区域文化时代。 

2  城市导识系统的区域文化如何彰显 

城市导识系统的性格与城市的性格紧密相连但

又不完全等同：城市导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扮演

了城市文化的创造者、承载者、维护者、传播者和革

新者的多重身份[6]，它既要诠释城市的历史和传统以

传递城市的文化基因，又要激发城市的革新动力，引

领城市迎接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在进行城市

导识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时应遵循对城市文化的“批判

地继承”与“适应地革新”相结合的原则[7]，既要尊重历

史和文化以延续城市的传统，又要争取进步和发展以

保持城市的活力。针对不同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差异，

在进行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时建议可采用以

下策略。 

传承和发扬城市的悠久文化，保持城市固有的历

史风貌，延续城市的传统性格对于一些历经数千年、

具有人类文明化石意义的历史古城，现有的物质和精

神文明形态都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应该

对这些古城现存的城市导识系统进行保护、继承和发

扬，使其一方面避免因为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被同

化，另一方面又避免因为自身的蜕化而自行消亡。但

是，由于历史总在向前发展，文化的产生和消亡有其

难以违背的自然规律，要想完全保住一座城市的历史

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当城市的周边环境发生改

变以后，孤岛式的城市文化必然成为无源之水，原有

的城市导识系统自然难以维系。 

北京、西安和苏州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市

建设和发展穿透了时间的长河而生生不息，它们的城

市性格虽然各不相同但又血脉相通，它们的城市导识

系统在表现和重新塑造城市性格的过程中既带着浓

重的历史色彩又洋溢着新时代的朝气。 

西安古称长安，地处中国陆地版图中心，拥有七

千多年文明史、三千多年建城史和一千多年建都史，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西安在历史上是一座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现代化

文明城市，尤其在汉唐鼎盛时期，各种地域性文化在

此交汇融合，将各自的文化基因植于这座伟大的城

市，使得这座城市拥有一种传承千年的凝重贵气。但

是，随着盛唐的繁华逐渐成为记忆，这座华夏圣城渐

渐丧失了它文明中心的显赫地位。之后由于生态气

候的变化、经济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尤其在现代化

城市竞争的浪潮冲击下，西安那种大气磅礴的吸纳

力和创造力渐渐显得力不从心。但是，西安在我国

目前的区位优势依然十分明显，是西部地区重要的

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信息枢纽，也是西北通往

西南、中原、华东和华北各地市的门户和交通枢纽。

近年来，西安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建设

者和管理者注重历史，着眼未来，志在彰显人文西

安、科技西安、现代西安的风采和神韵。各种民族

图案等元素与现代材质和表现手法相结合，在城市

导识系统中加以合理应用，将会使城市焕发新的生

命。例如西安古城墙及地铁线标志见图 1，西安地铁

线在整体风格上即倾向于表现盛唐文化，在色彩设计

上运用了古老的青灰色、富丽堂皇的朱红及金黄色

等，沿线大部分站点的图形标识均以周边标志性建筑

物及所处环境或相关历史文化典故作为图形来源，勾

画出一个气度雍容的盛唐气象，形象地标识了站点的

地理位置和文化坐标。传统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如

今的西安正在从盛唐的背影中转身走来，这棵经历了

数千年沧桑变换、见证了华夏文明历史浮沉的参天古

树，正在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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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安古城墙及地铁线标志 
Fig.1 Xi'an ancient city wall and the metro’s logo 

从时代背景和城市未来着眼，完全采用现代手法

塑造新生的城市性格对于一些刚刚兴起的新城，由于

其历史非常短暂或者在其已有的历史中未能形成特

定的文化特色，则在导识系统的设计和建设时应直接

抓住时代的机遇，根据城市的定位来大胆塑造全新的

形象。 

上海也是一个由普通的沿海县城发展而成的国

际著名大都市，上海的轨道交通不仅在短时间内完成

了大量的设施建设工作，其导识系统设计在专业化和

人性化程度上也都处与国内领先位置。上海轨道交通

的色彩设计上从色相、明度、纯度上进行统筹，立足

于延续、分层、扩展等原则，建立起一套规整有序的

轨道交通线路色彩体系，每一条线路各自对应一种特

定色彩作为线路识别色，用于轨道交通站内外导向标

识、列车识别、网络地图及车站环境设施等处。例如，

在多线换乘的车站（人民广场站），乘客循着一号线

的红色，二号线的绿色和八号线的蓝色就可以很方便

地找到所乘坐的线路和相关信息。随着上海轨道交通

的发展，上海市交通管理局的交通发展思路演变为

“轨交为主，公交为辅”，城市导识系统已经成为其兼

容并蓄、开放自由的区域文化性格代言。  

城市性格是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导识

系统注定要与城市性格相一致。但是，作为城市新形

象的展示窗口，城市导识系统又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变革与创新的活力，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突破口，顺应

时代潮流，激发和促进城市迎接全球化的城市竞争，

避免城市陷于固步自封的历史枷锁。 

随着世界贸易交流而从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发展

起来的沿海港口城市香港，其传统文化非常贫瘠，这

时便适宜在新城发展中充分借助城市导识系统来统

塑造全新的城市性格。1840 年之前的香港是一个小

渔村，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以后，

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全球 富裕、经济

发达和生活水准 高的地区之一。1997 年中国恢复

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仍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享受

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香港是中西

方文化交融之地，也是国际和亚太地区重要的航运枢

纽和 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城市导识系统与

高节奏的生活步调一致，显得紧张而高效。例如香港

地铁标识见图 2，香港地铁站厅室内空间十分简朴，

以普通的瓷砖、马赛克为多，并通过材质拼贴成大面

积的色彩而对不同的站名标牌加以区分和强调，取得

了经济与效率的共赢。地铁站名的设计含有浓郁的中

国味道，以巨大的汉字书法书写的站名，除了醒目地

传达出地点信息之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对民族基因

的传承和对民族尊严的宣示。香港地铁的标志为深红

色背景上的两个半圆与中央直线的贯通，既是香港本

岛与九龙半岛的地理描绘，又可代表轨道交通的两个

车站与区间，其字形亦类似汉字中的古体“寿”字，喻

平安吉祥之意，深红色的椭圆背景组合反白的线条亦

似一枚印章，颇有中华文化韵味，这种对民族文化的

认同并不高调却意义深远，润物无声。香港是一座忙

碌而充满活力的城市，骨子里有按捺不住的东方情

怀，举止间又带着挥之不去的西方味道。香港的城市

个性，在于其游刃于西方的经济规则之下却将文化深

深地扎根于肥沃的东方之土。 

 

图 2  香港地铁标识 
Fig.2 Hongkong Metro’s logo 

3  区域文化的彰显需要城市导识系统 

人们身处一座城市，无论何时何地，几乎所有

的活动都离不开城市导识系统的支持。城市区域文

化的彰显与城市导识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过

程密不可分，也与人们在使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息



244 包 装 工 程 2017 年 7 月 

 

息相关 [8]。城市区域文化形成于城市发展的历史长

河，受到城市及所处环境的政治制度、经济科技、文

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不同维度的综合影响[9]，并将这

些影响传递给包括城市导识系统在内的城市要素的

各个方面，这些维度同时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城市导识

系统性格的形成、发展及演变的重要指标。 

城市导识系统能对城市传统进行发展和更新，为

区域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形式重新展现城

市区域文化[10]。对于那些踏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名城，

应在导识系统的设计建设中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

代社会的科技进步相结合，采用新的材料和形式进行

表现[11]。例如，可在信息的编码过程中沿用历史流传

下来的名词进行命名而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相

关背景资料进行详细阐释，这样既延续了传统文化的

基因，又发挥了科技进步的优势。 

正如苏州，地处江南、历史上长期处于该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文化景点众多，是一座

拥有中国古典园林典范的历史文化名城，古典园林的

含蓄优雅、小中见大的文人气质便在城市导识系统中

得以体现：许多交通线路和站点都与历史文化典故有

关，这不仅赋予了导向标识浓厚的人文气息，同时也

强化和宣扬了城市精神。苏州在城市主干道及河道的

两侧进行了精心的线性绿化并布置有造型精美、变化

丰富的公共艺术小品，这些小品大多融合了传统元

素，不仅增加了线路的可识别性，更丰富了城市人文。

老城区核心地带的导识系统更是尽量突出地方传统

文化氛围，随处可见的垂柳和书带草把温婉细腻的江

南风情书写得淋漓尽致。通过对城市性格的有效转译

和巧妙传达，城市区域文化中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导识系统中得以再现和发扬[12]。历史上的苏州小巷

静谧优雅，深藏不露，如今的苏州新城锐意进取，快

意驰骋，正是得益于长三角的优势资源和优雅而又活

泼的城市导识系统，古老而年轻的苏州区域文化得到

了很好的彰显，正在迎接一个全新的时代。 

无论是北京、西安、苏州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还是香港、上海等时尚现代的国际都市，亦或是南昌

等正在崛起的内陆省会城市，每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

城市都散发着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性格魅力。这些城

市的导识系统，或承载者厚重古朴的历史记忆，或激

荡着包容开放的思想火花，或散发着与时俱进的青春

朝气，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以及

市民的文化品位和生活态度。城市导识系统为城市生

活日夜运作，它是城市性格表达的直接话语，传递着

城市的理性和情感[13]。 

4  结语 

城市导识系统的性格是区域文化在导识系统中

的具体表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及

其周围的自然地理、政治制度、经济科技、文化艺术

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

会对城市的区域文化个性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表

现在城市导识系统之中。我们的城市要想在全球化的

城市竞争中保持活力，就必须重视城市导识系统的区

域文化表现，使城市导识系统在发挥导向和识别的基

本功能之外，承担起保护、传播和塑造城市性格的任

务，使城市导识系统成为展现城市历史和人文传统的

窗口，成为人们认识、了解、热爱和建设城市的桥梁

及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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