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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大运河常州段景观文化带标识导向系统设计进行研究和分析。方法 以常州大运河周边景

观文化带作为系统研究内容和主题，掌握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基本设计准则，系统归纳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和设计准则，明确设计主题。结论 通过对大运河常州城区段景观文化带的发展历史及当前发展现状

分析，结合标识系统设计的基本设计原则，明确设计主题和内容，探析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在运河景观文

化带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对于发掘大运河常州城区段的历史人文价值，提高沿河两岸

的景观建设水平，提升历史人文景观在新时代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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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Logo Guidance System of Changzhou Cultural Belt  
in the Grand Can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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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design of logo guidance system for landscape culture belt in 
Ch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Taking the landscape culture belt around Changzhou Grand Canal as the system-
atic research content and subject, the basic design criteria of logo guidance system was grasped to systematically induce 
the research contents, research methods and design criteria, and define the design the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
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landscape cultural belt in Changzhou urb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nd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logo system design, the design theme and content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important rol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logo guidance system design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canal landscape cultural belt are analyz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Changzhou urb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mprove the landscape construction level along both banks of the 
Canal,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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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西周敬王 25 年（公

元前 495 年）吴王夫差为解决西征北伐军运需求，依

托自然水体系统开凿了一条自苏州望亭经常州奔牛，

由孟河出长江的江南大运河[1]，常州段大运河古称漕

渠、前河，自此，奠定了大运河常州段的基本雏形。

大运河全长约 170 余里，在常州段自西北向东南穿城

而过，全长约 45.8 公里，是江南运河中唯一连江通

河的河段，形成“城中有河、城河相依、河抱古城、

水路并行”[2]的特点。大运河常州城区段西起德胜河

连接连江桥，东至戚墅堰横林镇，全长约 23 公里。 
常州古称毗陵，北枕长江，南衔太湖。常州近代

因工业而兴，运河沿岸留下丰富的工业遗产，自西向

东依次有机床厂、航海仪器厂、第五毛纺厂、常州梳

篦厂等[3]，这些工业遗产与两岸的天宁寺、文笔塔、

舣舟亭、毗陵驿、文亨桥、西瀛里城墙、红梅阁、东

坡公园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交相呼应，融汇成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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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州运河文化遗产。 
当人们漫步于历史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常州运河

畔，往往会产生方向不明、位置不清的感觉，尤其是

初次游览常州运河的外来游客，对常州运河景观更有

种茫然无措感，这是由于运河两岸景观尚未形成系统

化、特色化的标识导向系统。2014 年，大运河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对大运河保护、传

承和利用工作非常重视，常州段大运河地处中国大运

河核心地段，更应对运河沿岸景观环境建设和发展加

以重视。探索一套既自成体系、有标准、有系统，又

兼顾艺术性的大运河滨水空间标识导向系统，对提 
升常州运河水上旅游业发展及大运河保护具有重要

意义。 

1  标识和标识导向系统的概念 

1.1  标识 

对标识的概念，学术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论，标识

在《辞海》的注释为：标识，即“标志”，在标志条

目下则为“标识”。中国古代词义注解对两者的定义

和划分也是基本相同的。随着时代变迁，业内趋于将

两者内涵加以区分，标志多可以指某种类型的东西或

图形和文字的组合的符号。标识涵盖的范围更广，可

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既包括具体的图像、图形、符号

和文字等表象，也能够从一类事物中区分某些特殊的

动作、物体和指令等，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4]。 

1.2  标识导向系统 

标识导向系统包含 3 方面内容，即“标”、“识”

和“导向”。“标”是用简洁的符号语言标明环境的内

容，“识”是受众对“标”自身内涵的主观认知过程，

“导向”即对受众认知符号含义的指导作用，帮助认

知对象理解环境信息后做出正确判断。通过“标”—

“识”—“导向”的过程[4]，系统地促进空间环境与

人之间的平稳有效沟通，实现人与空间环境的便捷对

话，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 

1.3  标识导向系统的功能 

作为城市基本的公共设施之一，标识导向系统的

首要功能就是服务于人，从设计的尺度、外观、制造

材料、传达信息量都要符合人体工程学基本原理，建

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价值观，便于人们日常解

读和使用；其次，标识导向系统对环境信息应起到解

说和指引作用。运用简要直观的符号和文字语言，让

人们在短时间内了解当前所处环境的基本概况，明确

自 身 的 方 位 和 路 线 信 息 ， 最 大 限 度 的 节 约 时 间 成   
本[5]；第三，标识导向系统是城市文化程度和管理水

平的集中体现，好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不仅能整合并

浓缩地方人文风情，彰显地方人文特色，更是一张别

具特色的城市名片；第四，信息的传播是标识导向系

统设计的基本功能，生动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能为广

告传媒提供一条有力的宣传平台，在传达信息的同

时，促进地方广告行业和传媒经济的发展；最后，标

识导向系统是地方人文、历史、地理等知识的传播平

台，对人们普及当地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6]。 

2  景观文化带设计概况及设计主题 

2.1   运河景观文化带概况 

大运河常州段是江南运河中仅有的连江通湖河

段，这一特点在江南运河中具有唯一性，是江南运河

的重要组成部分。千年的传承发展为常州大运河留下

了丰富的文化遗址，运河沿线有航道水利工程遗址、

城镇文化遗存、聚落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和

景观等共计五类百余项，主要集中在石龙嘴至锁桥河

区域和天宁寺到东坡公园周边区域[7]。架设在大运河

上的几座桥梁将运河沿岸划分为西城段、中城段、南

城段和东城段，见图 1。位于钟楼区中吴大桥至怀德

桥的西城段在古时是北方进入常州的水上门户，遗存

了较多漕运及水利工程遗址，如新市路、三堡街、西

直街等。近代民族工业兴起，该区段从恒源畅毛纺厂

发展到常州第五毛纺厂，现今西城段形成以运河五号

及运河五号码头为代表的漕运和工业文化创意街区。

中城段位于怀德桥至同安桥区域，地处钟楼区和天宁

区交接处，是常州市中心商贸和居住区聚集地，运河

沿岸蓖萁巷、明城墙遗址、毗陵驿、庄氏济美堂等文

化遗址林立，形成热闹繁华的中心城特色。大运河南

城段同安桥至朝阳桥两岸主要以名人故居、私家园

林、寺庙景观为主要特色，分布有张太雷纪念馆、东

坡公园、天宁寺、红梅公园等人文和园林景观。朝阳

桥以东的戚墅堰区东城段清以前属于城郊，近现代为

民族工业聚集发展区域，纺织工业尤为发达，遗留较

多厂房遗址。现今该区域工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以

中车集团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园区风貌。 
 

 
 

图 1  大运河常州城区段区域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Changzhou urban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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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不仅具备为人们提供指引

信息的功能，还应成为交通疏导、方位标识、文化传

播等系统的载体，为两千多年历史的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和发展服务。系统的标识导向设计能将散落的文化

遗址串联成面，形成具有系统性、连贯性的历史文化

带。将以三堡街、石龙嘴为代表的漕运文化，以明城

墙遗址、西瀛里为代表的遗址文化、以天宁寺为代表

的宗教文化、以运河五号为代表的工业遗产文化[8]等

多种文化形态集合成统一整体，既便利系统识别，又

保留自身特色，用个性与统一并存的观念来对待标识

导向系统的基本功能。 

2.2  设计主题 

常州大运河承载着历史发展的点点滴滴，是常州

文化传承发展的集中地，对常州大运河标识导向系统

设计应充分考虑其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功能，凸显景

观特色，充分发挥导向功能及装饰功能。实现人与空

间的交互对话，让游客在轻松掌握游览动线的同时，

了解常州大运河文化发展历史，唤醒对历史遗产保护

意识，用具有设计感的导向标识装饰运河滨水空间环

境，提升整体艺术格调，让原有运河风貌焕发出崭新

的活力。 

3  设计原则 

3.1  人性化原则 

标识导向系统设计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的原则

上的，由于导向系统服务的人群在年龄、教育背景、

种族习惯、接受信息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因

此，人性化设计不仅需要方便观众快速识别标识含

义，还需要设计界面充分考虑人群的视觉习惯和心理

状态。老、弱、病、残及特殊人群等在理解力、认知

能力和行为方式上与普通群体有一定得差异，针对不

同人群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充分考虑受众的视觉高

度、视觉范围等人机工程学因素，掌握受众的视觉注

意规律，利用行人行为习惯、检索习惯、视域习惯做

设计[9]，让使用者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更便于寻找和

解读。让设计更简明、更温暖、更具人文关怀，做到

繁简适度，通俗易懂。 
在设计过程中首先应注意设计尺度要符合人机

工程学设计原理，使用数据要反复论证，安装过程需

进行安全测试、视觉效能测试，确保设计为人服务，

保证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安全易识别、可操作。 

3.2  系统性与区域性兼容原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

每个城市独有的气质风貌，常州亦是如此。常州大运

河景观文化带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和规划不仅要考

虑规范与有序，更应在精神层面、文化内涵上与常州

历史文脉相契合，彰显常州地域特色，让游览者留下

深刻的印象。这要求规划者和设计者充分考察常州运

河地域特点，提炼元素、图形、图像、文字、符号和

选材等设计要素，在符合系统性设计规范的前提下突

出区域特性，发掘创新性的表现手法，将常州城市的

地域文化特色与城市气质传达给游览者，加深其对城

市的了解。但是常州大运河景观文化带是由沿岸数百

项片区景观串联而成的统一整体，既具有自身历史文

化特色，又是大运河景观规划发展的重要组成，完全

按照统一的标识导向形制将失去区域特性。在标识导

向系统设计过程中，如何兼顾规划的系统性又突出区

域特色，是规划者和设计者需要重视的课题见图 2。

在标识导向系统设计过程中，东吴大桥至怀德桥段当

前形成以运河五号为代表的创意街区文化，细节表达

既要凸显工业和漕运特色，又要彰显旧厂房改造下创

意街区的活力和文艺氛围；怀德桥至同安桥段地处

城市中心地段，细节处理更应突出中心城区的繁华

和主体地位；同安桥至朝阳桥段的细节设计方案要

展现文人气质与园林人文风情；朝阳桥往东到政成

桥段的细节把控需展现本土工业文化特点和绿色制

造的理念。 
对标识导向设计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当前国

家已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10]。但只有部分城

市出台《公共信息图形标准化管理办法》对城市标识

导向系统设计进行统一管理和规范，多数城市公共景

观标识导向系统的管理处在无序状态。因此，针对常

州大运河景观文化带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规范管理

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设计应注重整体性和连续性，将

系统性原则贯穿于概念设计、安装施工及日常管理等

全过程[11]。规划初始就要设立一套完整的系统性准则

作为设计指导规范，对识别系统、空间系统、导向系

统的设计应全面、客观、准确的展现逻辑性，说明系

统和管理系统更应精炼明确、表述精准并真实可靠。

图形符号、文字、导向等要素的设计应从风格定位、 
 

 
 

图 2  标识导向系统区域设计要点 
Fig.2  Key points of design for logo guidance system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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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设计、尺度、材料、位置、距离、施工标准和管

理等方面制定一套完整的设计规范准则。在系统性设

计原则下，可根据常州城区规划做出区域性特色设

计，如背景纹理、配色方案、建造材料或造型细节等

方面加以区分，让设计既有连续性又有区域特色。如

国外街头导向系统设计在统一形制的前提下，根据区

域的特点设计多种配图方案用以强化区域特色见图 3。 

3.3  艺术性与个性化统一原则 

标识导向系统是人与环境沟通的桥梁，更是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和谐优美的运河景观是标识导

向系统设计的最终目的，在满足基础功能和规范需求

的前提下，提高设计审美水平是设计师需要攻克的另

一研究课题。利用艺术的手段为功能服务，提高人们

的识别感知速度，加深视觉记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优秀的标识导向系统除了需要具备较高的艺术审

美价值，充分融入主题空间并凸显自身地域特色的个

性化设计也至关重要，它能充分展现环境特征，烘托

空间艺术氛围，更能调整空间的序列感引起人们的共

鸣。美观、科学、创新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是常州大

运河景观环境规划的点睛之笔[12]。艺术性与个性化的

统一才能确保设计的完整，实现设计与环境的和谐并

存见图 4。西来古镇标识导向系统的设计就充分结合 
 

 
 

图 3  国外街头区域导向系统牌配图方案 
Fig.3  Distribution scheme of street guidance  

system board in foreign countries 
 

 
 

图 4  西来古镇标识导向系统设计 
Fig.4  Design of logo guidance system in Xilai Town 

当地的古镇环境，选用自然装饰材料，设计古朴简约，

既具有较高的审美水平，又凸显西来古镇地域韵味。

在常州大运河景观文化带标识导向系统设计过程中，

设计者应凝练设计元素，突出地域特征，用科学、简

洁的设计语言凸显常州大运河地域特性之美，实现个

性与美的有机结合。 

3.4  环保与创新原则 

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是自然能源、生态环境的

大量消耗，设计者更应提升绿色环保设计意识。设计

选材、安装、拆卸和回收过程尽量使用对环境污染小、

能源消耗低、无公害和易回收的环保材料，倡导循环

再利用。 
随着时代进步，标识导向系统设计也应与时俱

进，如电子标识、光学标识、声学标识、触觉标识均

可与环境结合，GPS 全球定位系统、wifi 服务系统、

UI 虚拟交互系统、二维码识别系统也应成为标识导

向系统具备的基础服务功能之一。例如二维码识别系

统目前国内已广泛应用于博览展示、旅游讲解等诸多

领域。用户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丰富的图文、语音、

影像等资料，极大地扩充信息传达量，增强导视系统

的趣味性，实现高效人机交互体系，既绿色环保又有

效节约资源。电子信息类标识应该尽量选用太阳能等

清洁类能源，设计安装过程尽量使用易拆装和维护的

标识避免二次污染。环保与创新原则要求设计、科技

和艺术完美融合，实现设计的良性循环。 

4  设计内容 

4.1  识别系统设计 

好的识别系统能够在公共景观环境中脱颖而出，

形象鲜明易识别，是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基础。常州

大运河景观文化带标识导向系统设计上应结合常州

大运河历史文脉特色，造型、色彩、理念上突出地方

特色和设计主题，引导观众识别环境信息。 

4.2  空间系统设计 

空间系统是以地图形式展现空间节点间方位信

息的标识类型，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特点。空间系

统需要标明行人所在的具体地理置位，告知景观节点

范围内的全面信息，让受众对周围环境有全面、直观

的了解。在具体设计过程中，空间系统可设置在运河

景观文化带较大的交通节点处，并配合连续性的导向

系统标识，可引导人们到达目的地。 

4.3  导向系统设计 

导向系统通常运用箭头、符号等标识进行方向指

引，标明人行和车行目的方位、沿途设施和距离，方

便人们便捷准确的到达目的地。大运河景观文化带绵

延数十公里，沿途景观节点众多，需要设立完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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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导向系统才能满足行人的导向需求。如果说空间

系统在大运河景观带中起到点的作用，那导向系统 
就是串联众多点的线，实现点线面全方位立体式导向

服务。 

4.4  说明系统设计 

说明系统分为两种类型：（1）对景观节点内历史

发展、名人、故事典故等功能和特征进行概括说明和

介绍；（2）对容易引起歧义的信息进行解释的陈述类

标识，一般以文字、图像或语音形式存在。说明系统

不仅能加深人们对常州大运河文化发展历史的了解，

更是大运河文化传播和科普的重要手段。 

4.5  管理系统设计 

管理系统是以提示行人行为规范和安全为目的

的标识类型，提示相关法律和规范的提示系统。管理

系统对维护常州大运河景观文化带文明绿化建设，提

示行人、行车安全和公益宣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5  结语 

大运河是常州最具特色的城市名片之一，大运河

景观文化带建设发展需要建立完整的标识导向体系

为之服务。本文结合标识导向系统设计基本准则，认

真解析国内、外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的经典范例，借鉴

优秀设计方法，开发一套完整的标识导向系统设计方

案，对弘扬大运河常州城区段历史文化，提升运河景

观文化带的宣传力度，保护式开发常州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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