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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分析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设计现状，探讨了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石开展旅游景区导视系

统设计的必要性。方法 采用案例法和分析阐释法，导视系统可以借助丰富的艺术语言传递关于景区空

间环境和人文风貌等信息，在对相关文化生态理论和具体的景区导视设计作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景区

导视系统设计的 4 个原则：体现功能性、融入文化性、注重生态性、彰显艺术性。结论 景区导视系统

是旅游资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加强游客旅游体验的载体。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旅游景区导视系

统设计充分尊重了人们的心理期待，让设计充满了人性和生命感。将文化生态纳入景区导视系统设计的

范畴扩大了导视系统设计的广度和深度，也有利于其学科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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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ge Design in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WANG Li-mei, TONG Yu-yao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ignage design in some tourist attractions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of signage design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ecology is given. By using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 space environment 

and humanities style in tourist attractions can be transmitted by signage system with rich artistic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ed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and the specific signage design works in tourist attractions, the following four basic 

principles such as embodying function, integrating cultural factors, preserving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ing artistry are 

proposed. Signage system is an organic part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also a carrier to enhance tourist experience. Signag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can fully satisfy the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 of the pubic, making the 

design full of humanity and vit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into the signage desig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ex-

pand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signage design, which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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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旅游景区都有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有的拥

有丰厚的自然资源，有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些

旅游空间里的导视系统应与空间氛围相融合，并凸显

这些空间的旅游特色，以增强旅游景区的旅游氛围。

作为面对社会大众的公共设计，景区导视系统既要构

建信息明确、形象统一、制作规范，方便受众接收信

息的视觉体系，又要与周边的空间环境相协调，展示

出旅游景区的历史文脉与形象特征。同时，景区导视

设施还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载体，游客可以通过这些设

施的形态、色彩等艺术语言接受美的熏陶。导视系统

可以成为普通民众审美观照的对象，经常接触这些生

活化了的艺术品，民众的审美能力和文化体验能够得

到相应的提高。因此，旅游导视系统有必要在文化生

态视阈下将景区所处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做到既能在特定的旅游环境里给游客以信息提示、体

现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又能借人文和科技之力加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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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对景区的整体形象认知，深化游客的旅游体验。本

文力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设计学研究成

果，找到一些对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具有参考价值

的设计原则，以启发导视系统设计研究产生更多更有

效的方法和路径。 

1  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设计现状 

当下景区导视设施已成为景区公共设计中的基

础设施。笔者曾对四川的旅游景区导视做过较为详尽

的调研，从峨眉山、九寨沟、都江堰等全国知名的景

区到绿道、主题公园、乡村旅游等一些新兴的地方旅

游景点全部设置有导视设施，且使用率很高。这些导

视设施根据景区地域环境的不同，在数量和设计的复

杂程度上略有不同，为游客在景区里自由通行提供了

必要的空间引导，基本能满足对游客空间认知的需

求。景区在导视系统的设计和设置上有较明确的目

标，在节点的选择和设置上能够与景区的地理环境结

合（通常是在岔路口），以保证导视系统能够较准确

有效地工作。在导视系统信息提供上较成体系，比如

会采用较统一的版式、色彩将一些解说性信息和指示

性信息传递出来。一方面，将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作

为设计参照，另一方面景区管理者和导视系统设计者

对各景区的情况作了因地制宜的调研分析，在导视信

息的呈现上用较统一的方式展示，保证了导视系统具

有较好的整体感。同时，景区在导视信息提供的种类

和设置的位置确定上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在哪些节点

上设置方向导视、什么地方设置管理导视，用什么样

的版式和材料等，皆是在大致统一的基础上实施。 

具有一定的设计共性是当前国内旅游景区导视

系统的一个特点，四川峨眉山、无锡鼋头渚、山东泰

山等景区的部分导视设施看起来别无二致，见图 1—

图 3。导视牌的造型皆以规整的长方形为主，文字主 

 

图 1  峨眉山导视 
Fig.1 Signage of Emei Mountain 

 

图 2  无锡鼋头渚导视 
Fig.2 Signage of Wuxi Yuantouzhu 

 

图 3  山东泰山导视 
Fig.3 Signage of Shandong Taishan 

要以黑体字为主，材料主要是使用寿命较长的金属或

塑料材质，材质的表面被喷上褐色漆面，色彩则是褐

底白字。设计的语言较单一，呈现出高度雷同的态势，

从中鲜见峨眉山的佛教文化、无锡鼋头渚自然生态特

点和泰山的宗教文化，不同景区的特色和文化内涵未

被差别化呈现。 

可以看出，导视系统过于统一的结果就是缺少个

性。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既要应用国家公共信息标

准化体系，又要结合各景区不同的文化作特色化的设

计。导视系统在特定的旅游空间中就是空间文化信息

的传递载体，可以借助图形符号形成文化链接，塑造

出特定的文化“力场”，呈现出“人—环境—文化”的互

动互为关系。当游客在旅游目的地活动时，其面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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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间场域的滞留、转换和跨越，在其借助导视系统

予以辅助的时候，导视设施中使用的材料、色彩、文

字、造型等表现语言可以让人感知到公共性设计的存

在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为功能性应用的旅游导视设

计，创作风格也应个性鲜明，富有文化感、艺术感和

场域感。 

2  旅游景区导视系统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石

的设计必要性 

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密不可

分，生态环境的异同与否造就了不同文化形态及其发

展线索的不同[1]。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要做到将标

准化与特色化相结合，就需要将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

纳入设计考量。从本质上讲，景区导视系统设计与文

化生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视系统作为物

质载体，一方面承载传递文化信息的作用，另一方面

亦是区域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同时，导视系统亦是

一种重要的文化景观，既需要重视区域的文化差异，

也强调文化与自然空间环境的互动。将文化生态学作

为设计基石，可以将旅游景区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

境、技术条件、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看作一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运用动态的连续的观点，把景区文化纳

入具体的环境之中加以研究[1]。旅游景区文化生态系

统具有复杂系统的特点，尤其是一些大的旅游景区，

如四川九寨沟，由藏、羌、汉等多民族文化组成了一

个有机整体，在外界变化的条件下处于动态平衡之

中，其导视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地方文化特色，以保持

文化发展的连贯性、同一性和传承性。旅游景区导视

系统作为景区生态文化的表层，可以通过各类可感知

的、有形的符号将景区文化风貌生动、直观、形象地

呈现出来。 

3  文化生态学视阈下的旅游景区导视系统

设计原则 

文化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研究人与文化及文化

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所处的整个文化环境的各种

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2]。在旅游景区中，

导视系统这一物质载体可以以丰富的艺术语言传递

关于空间环境和人文风貌等信息，图形符号、色彩、

文字、灯光、材料、形态都是其重要的识别要素。在

某种程度上，以旅游景区形象载体出现的导视系统，

凭借自身独特的视觉语言向游客传递着关于方位的、

形态的、色彩的、尺度的信息。它能够给游客以直观

的感受和愉悦的审美体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升旅

游景区的品牌形象。由于旅游景区所拥有的旅游资源

不同，这就决定了导视系统应在注重标准化设计的同

时，还应将文化生态纳入考量进行特色化设计，以便

有效改善旅游景区形象，彰显旅游景区的优势[3]。旅

游景区视系统的特色化设计不只是将导视图标做得

美观，色彩应用得漂亮，字体设计得富有艺术感；还

要充分分析和提炼景区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比如

如何体现出都江堰的水文化、泰山的道教文化，结合

景区的品牌规划进行整体设计。尤其是一些以民风民

俗、历史文化资源见长的旅游景区导视系统，各种标

识的图形符号设计更需要与旅游的形象定位相协调，

传递旅游景区的地域文化特点，使景区的形象更加鲜

明和突出。唯有呈现出文化生态特色，旅游景区的品

牌形象才能得到质的提高。 

导视系统作为信息化设计的一种形式，其设计之

初就应从社会学层面、文化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

以及景观形态学层面予以充分的考虑 [4]。故笔者认

为，文化生态视阈下的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应遵循

以下 4 个设计原则。 

3.1  体现功能性 

作为实用性设计，功能第一是旅游景区导视系统

设计的第一要素。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之所以存

在，就来自于其能够满足公共空间引导的实用功能，

不是单纯为了吸引游客注意而设计的具有美的形态

的艺术品。导视系统的实用功能主要表现为引导和识

别[5]。这个功能具有两层意义：（1）实际应用中的引

导性，向游客指示景区的空间位置、景区内的景点设

置、明确游客所在的空间地点、道路情况以及行为的

动势等；（2）给予游客心理上的区域识别，旅游景区

导视系统的设计语言可以以统一的形象、连贯的设

置、清晰的流线设计，体现出旅游景区的自然和人文

特色，给游客以强烈的心理暗示，引导其顺利地在陌

生空间中自由地通行。设计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就是

能否准确地传递信息、能否明确地引导人们在陌生环

境中活动。要实现这一功能性目标，文化生态学里关

于信息场、生态场和文化空间的理论为导视系统设计

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景区导视符号和设施的系统

性设计上应重视对旅游文化因子的表达，形成以文化

信息和空间引导为中介与环境产生相互作用并能够

被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所感知或干预的生态场域[6]。景

区导视系统设计还应从人的生理特点出发，吸引和借

鉴人机工学的研究成果，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使

导视信息的传播和接收更符合人的生理需求。导视系

统的标准化设计能够满足普通大众的共同需求，增加

导视信息的接收度，提高导视信息的引导能力。 

同时，不同的旅游场所的导视系统设计的立足点

亦不同，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观赏型景区和单纯的娱乐

型景区对导视体系的要求是不同的，如四川的九寨沟

和华侨城欢乐谷，设计导视系统时需要充分考虑景区

特色、消费人群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征，将景区文化

导入导视系统设计之中以塑造鲜明的景区形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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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车进景区游览的游客来讲，导视牌的设置方式和其

中的文字排版的大小就有特别的要求，要能满足其快

速地读取和识别信息的需要；设置在以途步为主的游

览景区中的导视系统，要充分考虑导视系统与周围空

间之间的立体关系，通过线性的设计让游客能愉悦地

完成旅行[7]。在这种情况下，游客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接收信息，其导视系统的特色化设计就有更多更

大的空间。注重信息流构建和文化空间的塑造亦有利

于导视系统功能性的实现。 

3.2  融入文化性 

旅游景区导视系统作为现代设计的一个门类、艺

术的一个分枝，具有美育社会、善化人性、愉悦人生

的作用。要实现这些功能，导视系统设计就要在尊重

社会公众的文化认知、文化体验的前堤下，聚集和彰

显旅游景区的地域自然特点与文化资源优势，以艺术

的方式为载体，实现艺术与社会现实的关联，展现景

区优质的旅游资源。通过设计表现和文化观念的注

入，在物质基础和思想理性基础上营造出令人赏心悦

目、愉悦心智的旅游氛围，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进

行人生思考，文化的交流，艺术审美视野的拓展，甚

至还可以参与到文化的建构活动之中。由于文化的地

域性，某些文化资源在同一文化共同体内是可以共享

的，超了这一范围则难以实现共享，这就是生态学的

“生态跨度”问题[1]。对于一些处于较为封闭环境中的

民族文化，在旅行的流动人群中借助各种外显的宣传

符号实现文化的传播和“生态跨度”是可能的。景区的

导视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载体。 

旅游景区导视系统借助视觉符号体系已然成为

了文化与文化之间旨在进行的精神情感与思想交流

的重要方式。在众多资源中，区域文化最具专属性与

识别性，因此往往成为设计的主题与精髓。在导视系

统中对区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通过信息传递，既展

现景区的人文精神及文化内涵，更好地保持个性与差

异，又使地域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共享、更新与超越。

成都黄龙溪古镇的导视系统在文化性呈现方面即是

一个典型。黄龙溪古镇以古街、古树、古庙、古堤、

古埝、古民居、古码头、古战场、古崖墓和古衙门为

旅游特色资源，其导视设施的造型与文化景观相结

合，提取了当地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石碾、水车等符

号作为主要元素，与当地民俗民风相呼应， 

有力地烘托出了旅游氛围，强化了地域文化场，

亦部分地实现文化共享，见图 4。与景区内的其它公

共设施相比，导视系统更能鲜明和直接地显示其具有

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彰显出艺术的魅力和美的感

染力。作为艺术创作品的导视体系借助符号间的形与

形、形与色、材质与肌理、技巧与工艺等物质形态关

系，展现出了一定的视觉审美效应和视觉心理的冲击

力，以艺术的造物形式建构一个特定文化空间和环境

形象。 

 

图 4  黄龙溪景区导视 
Fig.4 Signage of Huanglongxi  

3.3  注重生态性 

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态场的整体由无数个更小的

空间的具体的文化生态场以各种不同的结构组合而

成。文化生态场在空间的外延上是有限的，要求人们

保护现存的文化生态空间。在内涵上，文化生态场则

具有无限拓展的条件和可能。一个文化生态场中所含

的文化因子和环境因子越多，结构越复杂，文化生态

场的强度就可能越强，文化氛围愈加浓厚[6]。在物质

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人们渴望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满

足，在旅行中体会原生态的文化和自然成为了时下流

行的生活方式。因此，景区导视系统设计不能脱离具

体的物理空间和文化属性而独自存在，尽管大多数景

区属于商业经营，但其更多的是一种人、物与环境的

互动融合，针对的是社会大众，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

社会行为。因而，在景区导视系统的设计过程里，要

顺应自然环境的需求，保证信息传递准确的同时，构

建文化生态场，体现出人文关怀。 

尤其是在导视系统材料的选择上，一定要充分了

解所用材料的属性，在挖掘材料的艺术特质的同时，

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生态的保护。石材、钢材、

泥土、木材等都能够成为景区导视系统的艺术介质。

当然，这些物质材料的选择依据来自对景区自然资源

和人文历史的理解和表现，其形态和展现方式应折射

出当地文化的属性与品质。最好是能够取材于自然，

让导视系统能够与所处的环境和谐共处，节约资源，

减少能源消耗。成都蒲江明月村的导视设计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该村推广现代休闲农业生态观光旅游，有

一座被业界誉为目前唯一“活着的邛窑”的民间窑。其

部分导视设施突出了该村的这一文化特色，用含蕴自

然的瓷、木等材质呈现旅游文化属性，见图 5。设计

者以文化生态为设计基石，通过巧妙的艺术表现，让

景区导视系统超越物质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维护生态

的多样性和审美特性；在具体的设计中要充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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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尊重旅游景区的空间环境生态，在细节处理上

体现出对自然生态的关照，在满足精神愉悦和自然的

生态和谐中走向理性思维及价值理解的统一，造就出

多样而独具审美效应的旅游生态环境。 

 

图 5  蒲江明月村导视 
Fig.5 Signage of Pujiang Mingyue village 

 

3.4  彰显艺术性 

文化生态领域中有生态美学观念，这种观念将自

然美观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生命与其所处的自然

环境协调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美的形式。它以当代生态

文化观念对相应审美对象的再认识，把人类历史上自

发形成的生态审美观，提高到一种理性的自觉，由此

形成了生态美的特定审美范畴[1]。景区导视系统设计

作为为生活服务的实用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艺

术门类里共通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视觉的张力，能够

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其艺术语言丰富，能够用形象

来表现抽象的思想和观念，以达到生态美学上的理性

自觉。在导视系统的设计中，所有设计要素皆具有与

生俱来的艺术气质，无论是图形符号、色彩、文字，

亦或是材料，乃至工艺。在导视语言体系中，色彩的

深浅、形的疏密、量的轻重、质的轻柔与粗糙能够将

旅游文化表述出来，并有效地改善空间里的形态和艺

术品质。在其共同努力下，人们受到美的熏陶。由文

字、色彩、材料、符号等组成的视觉语言，在物质形

态的关系处理上和人的意志、观念、情感方面兼具功

能性和精神性，能够让游客在思维层面增加审美感受

和艺术体验。导视系统具有的可识别性与引导性使之

成为了形式与意义的集合体，受众可以与之进行双向

交流与互动。在标准化的导视系统设计中，规范的视

觉语言给人以统一、程式、严谨的美，在多元化特色

化的导视系统设计里，人们更多地感受到思维创造的

无限可能和艺术自由的表现力。当下的导视系统设计

单有功能性还远远不够，审美性、文化性等日益成为

了现代民众心理需求[8]。在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这一设

计领域，人类共同的视觉符号是文化累积的结果，亦

是文化信息传达的载体，见证和叙述着复杂的空间关

系，显示着人造物的才华，表现着抽象的观念意识和

审美情感。彰显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艺术性需要以旅

游景区所拥有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地域特色乃至

民俗风情作为设计基础，体现旅游景区的品牌定位，

体现出生态美学的活力美、和谐美、创造性与参与性

特点。在发挥其公共审美效应的同时，更多地展现出

文化包容和情感交流的可能，让游客体验到艺术欣赏

的愉悦。 

4  结语 

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物质的满足不再是生

活的唯一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成为旅游体验中的重

要内容。要让景区导视系统成为旅游资源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成为加深加强游客旅游体验的载体，应充

分考量文化生态的重要性，以其为设计基石，遵循体

现功能性、融入文化性、注重生态性、彰显艺术性等

原则。景区导视系统对地域文化特质的呈现，可以在

提供给人们以某种感性形式的基础上去显露它们背

后蕴含的某种特定史文化内涵和人文意蕴，成为直接

或间接向公众揭示其内在文化脉络与时代风格的符

号[9]。在具体设计中，从导视系统的设计要素——图

形、色彩、文字、材料等入手做到特色化的设计，借

助导视系统的视觉语言表现“识别”意义和文化上的

“传达意义”。通过导视系统视觉化的形象规范人们行

为、明确指示方向和空间信息以及传达环境特性，提

供给人们对活动于陌生空间的环境形态及引导作用

的直接认知和帮助。从文化生态学视阈关照现代旅游

景区导视系统设计，可以让导视系统的设计有实际的

支撑，以人的需求为设计的原点，让设计充满了人性

和生命感[10]。将文化生态纳入景区导视系统设计的范

畴扩大了导视系统设计的广度和深度，非常有利于其

学科的发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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