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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联、地域文化符号的构成、罗兰·巴特文化符码理论、杨裕富设计文化符码说进行

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列车涂装设计三层次结构模型、设计文化符码转换及应用思路；设计实验了基于

地域文化符号的宁波市域列车涂装设计方案。结果 验证了设计文化符码三层次模型、设计文化符码转

换及应用思路对地域文化符号在列车涂装设计中的应用有效性和可行性。结论 地域文化符号融入列车

涂装设计中，可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传达地域文化内涵、塑造地域文化意象；通过设计文化符码三层

次结构模型能够为列车涂装设计提供分析工具和设计方法，实现列车涂装的创意定位、意义传达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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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 Coating Design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FENG Ming-b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method and theory of train coating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The concept of train coating desig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n coating design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Roland Barth's cultural code theory and Yang Yu-fu's cultural code theory of design were ana-

lyzed and discussed; The three-level structure model of train coating desig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ideas 

of design culture code were put forward; The coating design scheme of Ningbo City train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was designed and tested. It verifi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the three-level model of design culture 

co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sign culture code and the application idea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symbols in 

train coating design.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into the train coating design can reflect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regional culture, convey the connot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shape the image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three-level structure model of design culture code can provide analysis tools and design methods for train coating design, 

and realize the creative positioning, meaning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performance of train coating.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code; train coating design; Ningbo intercity train 

列车外观是列车最直观的形象载体，它是现代科

技、工业、美学、文化结合的产物。列车外观包括列车

造型与涂装设计，与列车外观造型受限于空气动力学形

态不同，列车涂装设计更侧重于对列车美学、文化、品

牌的价值呈现，通过对列车涂装设计的深入研究，能够

为列车上述价值的挖掘提供更多应用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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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车涂装设计与地域文化 

1.1  列车涂装设计概述 

列车涂装设计是列车外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要涉及车体选色、确定色块分割形式及其他装饰图

形的布局等[1]。包含了车体外表面及车厢内部的涂装

设计，见表 1。相较于列车各项技术指标、性能参数

的抽象，列车涂装设计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心

理感受，是乘客对列车最直观的第一印象，也是列车

最容易受到人们关注的部分。列车涂装设计具有保

护、美化车身与烘托造型的作用，它使列车产品的外

观形象得到升华，提升了列车产品的审美、文化及品

牌价值。一般认为，列车涂装设计主要受工艺、人因、

美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2] 体现为涂装色彩、形

式、质材、情态与列车外观造型的有机统一。随着近

年来美学、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对列车外观设计的影响

愈发显著，列车涂装设计的价值也愈发受到关注。 
 

表 1  列车涂装设计内容、原则及功能 
Tab.1 Contents, principles and functions  

of train coat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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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列车涂装设计与地域文化的关联 

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空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方

式和思维特征的总和。[3]在设计中，地域文化是设计

的灵魂，文化的地域性就决定了设计的文化特征。[4]

由于轨道交通列车总是在某一特定线路和区域内运

行，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在地域文化的影响，留

下独特的地域文化印记。同时，列车外观也是展现地

域文化的绝佳载体，流动的车体可以作为城市景观的

一部分。[5]如在伦敦地铁列车涂装中，采用白色车身、

红色车门和蓝色下腰线的列车涂装与英国“米字旗”

及伦敦地铁“红圈蓝条”的标志色彩一脉相承，成为

伦敦的经典文化符号，见图 1a、图 1b、图 1c。而在

四川“天府映像”号列车涂装设计中，融入了大熊猫、

盖碗茶、川剧折扇、蜀竹、旦角等大量四川本土文化

元素，展现出浓郁的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和人文底蕴，

成为一张流动的文化名片，见图 1d。 

目前，基于地域文化的列车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

外观造型设计方面，在涂装设计上的研究还较为缺

乏。支锦亦[6]认为选择列车涂装的色彩应注重地域特

色，色彩在表现当地地域文化的同时还应与自然环 

 
 

图 1  地域文化主题的列车涂装 
Fig.1 Training coating with the theme of regional culture 

 
境、人文环境相协调；李静静等[7]以成都古蜀三星堆

文化符号为例，从中提炼出具象的、能被人感知的形

态、色彩，并将其应用到现代有轨电车的外观设计和

涂装之中；李健国 [8]通过对苗族文化元素进行梳理, 

提取出相关设计元素作为列车外观造型与涂装设计

的依据；何思俊等[5]通过分析典型城市的轨道列车的

外观设计，提出注重地域文化表达是产生差异化设计

和丰富列车外观内涵的重要途径。这些研究都印证了

列车涂装设计与地域文化的重要关联性。 

2  地域文化符号的构成分析 

地域文化符号是地域文化中经过长期沉淀下来

的精华，是具有地域群体共识性并能够传达地域信息

的媒介，也是体现地域文化内涵的重要形式和载体。

怀特指出，正是由于符号的产生和运用才使文化得以

产生和存在[9]。因而在现实中，每个地域都有各自的

文化符号。作为表达某种意义和观念的载体，皮尔斯

将符号与对象连接的原因归纳为像似性、指示性和规

约性。因此相应地，符号也被分为三类：像似符号

（Icon）、指示符号（Index）和规约符号（Symbol）。[10]

像似符号是对客观对象的再现，指示符号表明了对象

与符号在时空上的关联；规约符号反映出社会的约定

俗成。这里我们从设计应用层面考虑，将物质性和非

物质性的地域文化符号归纳为色彩符号、图像符号、

观念符号三大类，见图 2。 
 

 
 

图 2  地域文化符号构成 
Fig.2 Composition of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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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域色彩符号 

色彩不仅具有功能性和情感效应，也存在“地域

个性”和“色彩方言”[11]。在不同的地域中，由于自

然环境、历史人文、人工环境的差异，人们对色彩的

偏好各不相同。比如在地处非洲沙漠的古埃及，生活

在这一区域的人们对黄色、蓝色特别崇尚；而生活在

北欧的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和爱尔兰人则更喜欢蓝

色、绿色等冷色系色彩。这种因地域不同带来的色彩

知觉特性与色彩认知差异，使色彩呈现出显著的地域

个性。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红色的

锡耶纳，黑与白的热亚那，灰色的巴黎，五彩缤纷的

佛罗伦萨”[12]。色彩的地域性差异不仅会影响到人们

对色彩的审美价值取向，也使色彩成为重要的地域文

化符号。在列车涂装设计中融入地域色彩符号，会让

列车更和谐地融入地域环境之中，增强乘客对地域色

彩文化的认知，营造出浓郁的地域特色。 

2.2  地域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是通过“形象相似”的模仿或图似存

在的事实，借用原已具有意义之事物来表达它的意

义  [13]。即索绪尔符号学中“能指–所指”的连接关系。

在文化符号中，图像符号是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

它是对客观事物的再现，主要源自人们对生活取象、

变化和应用所创造的结果，因而更接近于要表达的事

物，也是最容易被解读的文化符号。图像符号的产生

经历了从符号编码—意义传达—符号解码—意义反

馈的符号系统过程，也是图像符号获得群体认同的过

程。在不同的地域中，由于像似性模仿对象的差异，

如自然、物产、建筑、遗迹、艺术、宗教、习俗等，

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地域图像符号，比如“熊猫”代

表四川；“兵马俑”代表西安，“园林”代表苏州；“迎

客松”代表安徽等。将这些地域图像符号融入列车涂

装设计中，可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列车的地域文化特

色，丰富列车的涂装形式，带给乘客更直观的地域形

象感受。 

2.3  地域观念符号 

在地域文化中，观念是一种精神层的文化，它

是 人 们 基 于 长 期 生 活 与 生 产 实 践 逐 渐 形 成 的 对自

然、社会与人自身基本的观点或信念。观念符号则

是反映这一精神层文化的物化载体。比如“太极图”

象征着日月星辰与四季的循环与轮回，被视为化生

万物的本源，体现出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宇宙观；

而“十字架”象征太阳、神圣之火、生命之树等，

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则体现着西方人“爱与救

赎”的生命观等。尽管观念符号也是以特定的图式

作为载体，但与图像符号的本质区别在于，观念符

号的图式是一种人为虚构的精神图式，纯粹用于表达

某种文化观念或象征意义，图像符号则是对客观对象

的像似性模仿，用于反映客观对象背后固有的意义。

在符号学意义上，观念符号是一种综合的符号系统，

也是一种后天性的文化符号，需要建立在以经验为前

提的联想记忆和思维理解之上，因此很大程度地受到

所处地域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将所处地域的观念符

号融入列车涂装设计中，能够赋予列车涂装更深层次

的精神意义和文化内涵，更好地塑造出列车的地域文

化意象。 

3  地域文化符号转换及应用思路 

3.1  文化符码相关理论 

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罗兰·巴特，于 20 世

纪 70 年代首次提出了文化符码学说（Culture Code）。

他在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将文化学引入符

号学研究中，并将分析的文本从语言本身扩展到现实

事物，如广告、海报等流行文化分析上。他认为对同

一个作品，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读。

因此，在符号的选择上，需要在接受者的文化系统中

才有意义。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

者杨裕富以文化符码学说为基础，将其进一步拓展至

产品造型与设计领域，提出了“设计文化符码说”。

他认为在设计主题、子题、题素转换为造型元素的过

程中，需要遵循“精确地选择受众有感觉且看得懂的

符号[14]”这一核心原则，并在《设计的文化基础》中

构建了设计文化符码的三层次理论，即策略层、意义

层、技术层，分别对应于设计创意定位、设计传达

意义、设计表现形式手法三个层次。 

3.2  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三层次结构模型 

设计文化符码就是促使设计师能够敏锐地注意

到文化差异的分析方法，并且将这种“有用的分析”

运用到设计作品上的一种设计方法。[15]在本研究中，

主要采用设计文化符码理论作为研究分析工具和设

计方法论，构建出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三层次结构

模型，见图 3。在结构模型中，策略层主要解决“列

车涂装如何创意”的问题，即确立涂装设计定位和述

说策略，如采用仿生性、意象性、叙事性等策略。

在意义层主要解决“列车涂装要传达什么”的问题，

如列车的涂装内容、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等语义部

分。在技术层主要解决“列车涂装表现形式”的问

题，如在形态内容上确定涂装设计的色块分割、装

饰图形、列车功能信息等。在形式手法上可以采用

韵律、节奏、变化、统一等，在涂装媒材层次确定

涂装色彩、涂料、质感和工艺等。设计文化符码的

三层次结构模型很好地对应了列车涂装设计的三个

阶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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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三层结构模型 
Fig.3 Three-layer structure of culture code  

for train coating design 

3.3  设计文化符码转换及应用思路 

在设计文化符码三层结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转换流程及思路，见图 4。

共包括了 4 个步骤：文化符号提取；文化符号转换；

涂装设计表现；涂装效果评估。其中步骤一为策略层

次，是根据涂装策略、主题、设计定位的需要，从地

域文化中遴选出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或主题。步骤二为

意义层次，是根据涂装内容、语义层面的需要，对具

体的地域文化符号进行转换，将文化符号转换为设计

语言。步骤三为技术层次，是通过形式、媒材、表现

手法的综合运用，实现列车涂装色彩、形式、质材、

情态的和谐统一，形成最终的涂装方案。步骤四是涂

装方案效果评估，是在考虑涂装工艺、美学、人因、

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对列车涂装的地域文化特色效果

进行评价，为进一步优化完善提供参考意见。 

 

 
 

图 4  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转换及应用思路 
Fig.4 Cultural code conversion and application ideas of train coating design 

 

4  设计实例：宁波市域列车涂装设计 

4.1  案例背景 

本研究以宁波至余姚市域列车涂装设计为例，该

列车采用和谐号 CRH6F 电力动车组编组。宁波至余

姚市域铁路全程 48.7 km，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正式

开通，是全国首条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城际列车的线

路，为我国既有线改造城际铁路提供了新样本。 

4.2  策略层：地域文化符号的选取 

在设计的策略层，需要选取和确定地域文化符

号。本案例中以“意象化”和“地域文化主题列车”

为设计策略与定位。在现有文献中，高庆丰[16]通过挖

掘、整理，在《宁波文化符号》选取了 33 个独具宁

波特色的文化符号，为人们解读宁波文化提供了视

角，但由于没有提供定量分析的相关数据，对本研究

只具有参考意义。谢秀琼等[17]在宁波市哲社课题“宁

波 历 史 文 化 的 产 业 价 值 及 创 意 转 化 研 究 （ G15 —

ZX09）”中从宁波历史遗迹、自然物产、重要人物、

非遗特色四个方面选取出 40 个文化符号，并对宁波

理工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三

所高校的 400 名大学生进行认同度问卷调查，采用 5

分制打分方式，共收回 364 份有效样本，通过数据

分析得出“宁波文化符号的认同度”四个维度的各

项排名和总排名，其中认同度总排名前 6 的情况，见

表 2。这一排名基于较严谨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具有

较高的采信度。 

如表 2 所示，宁波海鲜、河姆渡文化是宁波大学 
 

表 2  宁波地域文化符号认同度（前 6 名） 
Tab.2 Identity of Ningbo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 (top 6) 

排名 文化符号 认同度/% 文化类型 

1 宁波海鲜 89.6 物质文化/自然物产类

2 河姆渡文化 87.9 物质文化/历史遗迹类

3 天一阁 87 物质文化/历史遗迹类

4 臭三拼 84.1 物质文化/自然物产类

5 奉化水蜜桃 74.4 物质文化/自然物产类

6 梁祝传说 73 精神文化/非遗特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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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认同的宁波文化符号，分别排名在所列选项的前

2 位，认同度都超过了 87%，由于海鲜不具有地域唯

一性，所以被排除在外，考虑到河姆渡文化与余姚的

直接渊源，最终确定河姆渡文化作为宁波市域列车涂

装的文化符号。 

4.3  意义层：文化符号的设计转换 

意义层主要确定具体的传达内容，并实现从文化

符号到设计语言的转换。由于之前河姆渡文化主题已经

确定。这里就直接选取了河姆渡文化的代表符号——

“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作为具体的传达内容，该

符号目前也是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形象标志，见图 5a。

该器物外形似蝶形，图案中心由 5 个同心圆组成，外

圈形似火焰，两侧鸟形喙部锐利突出，圆睛伸脖，彼

此呼应，被考古学者称为“双鸟朝阳”，见图 5b，在

符号特征上，这一文化符号显然是传达某一观念的图

腾符号，因而是一种观念符号。 

符号设计转换中主要运用了格式塔的“完形”原

则。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们在观察事物时是眼、脑

的共同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区分一个形象的各个

单一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各个部分组合起来，使之成

为一个更易于理解的“统一体”。由于格式塔“完形”

的存在，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一个十分熟悉但被

解构的图形、符号和图像等，人们能够凭借经验直觉

和视觉思维来完成其形象和意义的建构。在具体的方

法上运用了线性提取法、抽象解构法、形状意象法、 
 

色彩意象法、材质意象法等。例如，造型上保留了原

符号核心的线性特征和图式结构，色彩上提取了“双

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的红褐色和象牙黄，同时提取

了宁波地域自然环境色—大海蓝，以及历史人文色—

越窑青用于色彩搭配，得到相应的设计语言，见图 6。 

 

 
 

图 5  河姆渡文化代表符号：“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 
Fig.5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Hemudu culture:  
"double bird Chaoyang pattern" ivory Butterfly 

 
 

图 6  文化符号的设计转换过程 
Fig.6 Desig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symbols 

 

4.4  技术层：列车涂装的设计表现 

技术层为列车涂装的设计表现。主要是将上述设

计语言与技术层的媒材与形式手法相结合，同时考虑 
 

列车涂装工艺、美学、人因、文化等因素影响，从色
彩、形式、质材、情态四个方面来凸显列车涂装的地
域文化特色，最终的涂装应用方案，见图 7，主要设
计表现要点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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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宁波市域列车涂装设计最终方案 
Fig.7 Final scheme of coating design for Ningbo intercity trains 

 
表 3  列车涂装设计表现要点 

Tab.3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rain coating design 

内容 设计表现要点 考虑因素 

色彩 

图形部分色彩主要选取河姆渡象牙蝶形器色彩，即红褐色与象牙黄；装饰色带部分则选取

宁波“越窑青”和“大海蓝”，运用地域色彩符号。三种色彩间通过色相与明度对比与环

境形成鲜明反差，为乘客提供了更好的识别性和安全性提示 

结合人因需要，凸显

地域色彩文化 

形式 

图形部分主要采用图形解构、线性抽象的设计手法，保留了原符号的线性特征及主要图式

结构；在装饰色带部分通过色带在车身上的上下错位布局，意象化塑造出双鸟展开的翅膀，

与上部的“双鸟朝阳”图形异质同构 

升华文化符号形象，

塑造地域文化意象 

质材 

图形和色彩部分涂装与车身其他材质之间穿插对比，列车信息识别涂装布局合理，丰富了

列车的视觉层次和肌理，在实际涂装中可以使用与宁波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特色

涂料与工艺，增强涂装质材的表现效果 

契 合 工 艺 和 人 因 需

要，塑造地域特色 

情态 

装饰色带与车身留白布局上采用了黄金比例分割；装饰色彩位于车身下部，给列车带来视

觉的稳定感；三条色带的律动、对比和变化增强了列车视觉上的流动感，前脸部分的同心

圆形成穿越感，同心圆色彩与车身色带相呼应 

符合对列车的心理认

知和美学要求 

 

4.5  涂装方案效果评价 

最后阶段是对涂装方案进行效果评估，主要采用

调查问卷方式定量评价。 

1）评价过程。通过问卷星 TM 在线设计调查问卷

《宁波至余姚市域列车新涂装方案调查》，通过微信

群和 QQ 群在线发送调查问卷链接，https://www.wjx. 

cn/vm/etFoOdc.aspx。 

2）评估结果。本次网络调查共计收到 157 份有

效问卷。针对“问题 1：设计方案是否能够体现了宁

波地域文化特色”，有 85.3%（134 票）的调研对象认

为能够体现；针对“问题 2：设计方案能否体现河姆

渡文化符号”，有 91.7%（144 票）的调研对象认为能

够体现。从调查数据结果看，受众总体对列车涂装设

计方案持认同的态度，验证了地域文化符号在列车涂

装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和可行性。 

5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地域文化符号在列车涂装设计

中的应用方法及理论。从列车涂装设计概念出发，探

讨了列车涂装设计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了

地域文化符号中的色彩、图像、观念符号。运用设计

文化符码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和设计方法，提出了基于

地域文化符号的列车涂装设计文化符码三层次结构

模型，明确了设计文化符码转换及应用思路。设计实

验了宁波市域列车涂装设计方案，从策略层的地域文

化符号选择提取，意义层的文化符号设计转换，技术

层的列车涂装设计表现，涂装方案效果评估四个阶段

分别验证了上述理论和方法的可行性，为探索地域文

化在列车涂装中的设计应用提供了借鉴参考，也为列

车外观设计中文化价值的挖掘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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