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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宁波城市视觉文化进行分析。方法方法 以宁波城市为载体，结合设计学、社会学、传播学

对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符号的构建进行基础研究。结论结论 紧紧扣住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的文化内涵，阐述了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的图像、文字、色彩等视觉符号元素的构建。经过现代

化的设计和高度提炼视觉化符号元素，为今后表现与塑造个性鲜明、独特魅力的城市品牌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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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s the city visual culture of Ningbo. Taking Ningbo as the carrier，it makes the basic research on
city image position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symb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y. Focusing on "Rich in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trading port"，it addre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visual image，text，color
and other elements of visual symbols of Ningbo city image positioning. After the modern design and highly refinement of
visual symbol elements and design ideas，it is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performance and the shaping of city brand with
distinctive，unique ch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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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市的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进程越来

越快，城市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城市在文化的视觉

传达上相当贫乏，为了让宁波当代城市文化的发展适

应港口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今后进一步配合宁波的

城市面貌科学合理发展，试图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展

开研究“宁波城市视觉符号”，并提炼出差异于其他城

市的视觉符号，构建宁波自己的视觉符号体系，从而

促进宁波城市未来视觉文化的良性发展。

1 宁波城市形象概念的理解

1.1 城市与城市形象

“城市”在《辞海》中解释为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

业人口为主，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交通、绿化及公共

设施用地的聚落；城市从它的词义解释是作为防御和

交易的场所。城市的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城市的发

展是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1]。城市形象，欧洲有很

多学者将城市形象即城市的内在特质，视为城市发展

的动力来源。在其看来，城市形象是城市内外公众对

城市总体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和评价，代表了一种

由个人和集体的共同意向所支持的现实[2]。

1.2 宁波城市形象的文化战略内涵

美国城市文化学家伊里尔·沙里宁曾说：让我看

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

求的是什么。优秀的城市形象定位能使人们直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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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更有利于确定城市未来的发展

领域及方向，提升城市价值。宁波历史悠久，人文积

淀丰厚，地理位置优越，现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港

口城市。秉着继承城市历史文化传统与发扬城市特

色相结合的理念，通过多轮全民征集、专家评选，宁波

确定了“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形象口号。

将城市形象口号融入设计作品当中直观地表现

出来，便产生了城市形象定位的视觉化。城市形象视

觉化通常包含在城市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古迹遗

存、传统精神、发展现状等方面，因此，通过多方面研

究宁波的城市形象，并发掘其最鲜明特点，攫取其最

精华部分，加以适当提炼、创新，最终以直观的、视觉

性的方式，转化成带有鲜明宁波城市特色的视觉符

号，这就是宁波城市形象定位的视觉化的形成。

2 宁波城市形象定位的内涵

城市形象定位是城市形象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

一个城市的特色和内涵。城市形象定位也具有相同

特点，一个城市的城市形象必须是独特的、具有该城

市鲜明特点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如，杭州

为“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青岛为“海上都

市，欧亚风情”。宁波在城市形象定位中，既继承以

“天一阁藏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又注重以“国际化

港口”为代表的现代化建设，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的城市形象定位恰到好处[3]。

2.1 历史文化悠久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就在宁波繁衍生

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从古至今文化名人不

断涌现，比较著名的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

著名理学家阳明先生王守仁；五四时期著名学者、红

学家、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著名文艺理论大家余秋雨；

在书画界比较著名的有潘天寿、陈逸飞、沙孟海等。

2.2 宁波文化多元

闻名遐迩的藏书、梁祝、书画、佛教、甬剧、港口、

交通、美食、商帮等多元的文化形态，其中藏书、梁祝、

港口、桥、汤圆、海鲜等文化是其中的代表。

1）藏书文化。宁波人自古以来好学成风，以藏书

为乐。在宁波众多藏书楼中，“天一阁”当数其中之最。

2）梁祝文化。据《鄞县志》记载，梁山伯故在浙江宁

波西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家喻户晓，有梁祝爱情

故事情节“十八相送”、“化蝶永伴”等爱情文化内涵。

3）饮食文化。宁波的特色美食很多，其中汤圆与

海鲜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其一，汤圆亦起源于宁波，

现宁波汤圆经过几百年的沉淀成功入选中华名小吃；

其二，宁波的海鲜特别美味与新鲜，目前也形成了宁

波特色的烹饪和独特的美食。

4）港口文化。宁波港是中国历代对外贸易的主要

港口。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

如今的宁波港已成为多功能、多层次的综合性港口。

5）大桥文化。宁波市内河密布，水系发达，大桥

有灵桥、江夏桥等；宁波每座桥各具特色，造型不一，

整体偏向现代简洁风格特征。

这些多元文化形态为宁波城市形象定位打下了

良好的文化资源基础，为塑造宁波独树一帜、异于其

他城市的城市形象明确了方向，因此，宁波城市形象

定位为“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宁波文化积淀的必然

选择[4]。

3 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符号构建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城市形象的定位，诠释了

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和品牌。而城市文化的内涵、城

市的独特魅力及城市的精神气质，都是靠城市固有的

视觉符号来呈现的。视觉符号的寻找或发现将成为

宁波独有的视觉元素，再通过艺术化手法设计出具体

的“形”来进行概括，因此致力于“形”的提炼是宁波城

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的先决条件，这个形既具象又抽

象，内容扎根在城市文化之中。由此，宁波城市形象

设计的视觉符号可以从图像符号、文字符号、色彩符

号3个方面进行提炼[5-6]。

3.1 宁波城市图像符号的挑选

人感觉事物主要来源于图像视觉符号，视觉符号

最具冲击力和形象表现力。它所包含的城市信息量是

最大的，如历史遗迹、城市建筑、景观雕塑等，它的选取

是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的关键。宁波城市图像符号的

挑选必须是能代表宁波特色文化和城市面貌的视觉元

素。最能反映“藏书文化”的图形是天一阁建筑群；“梁

祝文化”是家喻户晓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戏剧中的造型；

最能反映“港口文化”的是东海；“大桥文化”，虽然宁波

的大桥虽各具特色，造型不一，但是都属于现代派的风

格；“饮食文化”最具有代表的是汤圆和海鲜等。

3.2 宁波城市文字符号的构思

文字符号在塑造城市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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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城市名称的中英文字体，城

市品牌的广告语，城市策划文案用语等，现代汉字与

图形的结合创意，是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解构的

最恰当方式。以汉字作为主体设计符号，再结合宁波

现代化城市特征选用英文现代字体，并以各种手法加

以融合。书坛泰斗沙孟海所创造的矫健、飘逸独特的

书法风格，正是契合宁波城市形象设计中“文化符号”

的元素形态，而有意识地把选用的文案用沙孟海的书

法结合艺术性的设计，嵌入宁波城市海报形象设计的

文字元素中。

3.3 宁波城市色彩符号的选取

城市色彩指城市范围内的色彩，直接体现城市的

面貌、历史、建筑、风土人情等因素，展现城市激情活

力，传递城市信息，结合图像、文字等城市视觉符号营

造出独特的城市品牌形象。宁波城市形象设计的色

彩元素是在宁波特色色彩环境情态中孕育出来的。

宁波靠近东南沿海，雨量充沛、植被清翠，在这种环境

下营造出高楼、桥梁、绿化带、人群倒影相辉的现代城

市形象。由此可见，蓝绿色、绿色共同组成了宁波城

市形象设计中的基色[7]。

4 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符号元素创意设计

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的创意概念方案，是通过图

文整合设计的图像效果来表达“一书一港”的。其一

“一书”代表着宁波诸多文化，选取藏书文化、梁祝文

化、饮食文化等典型代表来诠释如何表现宁波文化特

色；其二“一港”重点指的是“江南水乡和海港城市”，

选取港口文化、大桥文化等典型代表来表达港口兴

旺，交通便利。利用各种文化视觉元素进行整合设计

是整套方案的核心。宁波城市视觉元素的整合设计

主要是文图替构的方式，将代表宁波形象和彰显文化

特色的“图”元素，在构图上以不同特色文化形成自己

独立的画面形式，从中紧紧扣住宁波文化特征，这些

视觉元素的整合设计，产生了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新的

思想内涵。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城市视觉设

计概念方案由此产生[8-9]。

4.1 “藏书文化”视觉设计

天一阁藏书楼始建于明代，是现存比较悠久的

历史藏书楼。由此，设计中运用了天一阁的江南园

林典型建筑图形与"NINGBO CITY"对其进行解构与

重组，既体现了宁波悠久的藏书文化，又有力地塑造

出了宁波历史名城与现代化都市的高品质形象。宁

波藏书文化视觉设计见图1 (图1-6均摘自卢盼盼毕

业设计)。

4.2 “梁祝文化”视觉设计

整合设计中运用中国传统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的形象进行解构与重组，结合中国代表喜庆、结婚的

紫红色，让人对浪漫爱情故事产生无穷的遐想，同时

结合沙孟海传统的书法体，整个图形巧妙地融合了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宁波梁祝文化视觉设计见图2。

4.3 “饮食文化”视觉设计

“汤圆”一直是宁波美食中的英雄霸主，于是选用

英文名称"NINGBO HERO"，采用字体变形的手法进行

设计，"HERO"中的"O"字像汤圆的形状，加上舌头舔汤

圆的动作，使人联想到吃汤圆时香甜可口的感觉，较直

观地表达了宁波汤圆饮食文化主题。宁波饮食文化：

汤圆视觉设计见图3。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属于典型的

海港城市，海产丰富，于是形成了海鲜饮食文化。对各

种海鱼的图形进行重构与分解来表达宁波海港海鲜文

化。宁波饮食文化：海鲜视觉设计见图4。

4.4 “港口文化”视觉设计

采用宁波的英文字母与海浪的图形进行解构并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代表宁波的地域特色，再取“海定

则波宁”之意，表达宁波内在文化内涵。宁波港口文

化视觉设计见图5。

4.5 “大桥文化”视觉设计

选用一个现代造型的“桥”进行解构设计，象征着

宁波诸多的大桥特征，结合沙孟海的书法“宁波”二

字，高度概括了宁波大桥简洁与现代的文化内涵。宁

波大桥文化视觉设计见图6。

图1 宁波藏书文化视觉设计

Fig.1 Ningbo library culture

visual design

图2 宁波梁祝文化视觉设计

Fig.2 Ningbo Liangzhu Culture

vis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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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宁波城市形象定位视觉化符号的构建，是以现代

与直观的线条、时尚与固有的色彩、丰富与独特的图

形作为城市视觉符号元素的高度凝练，紧紧扣住“一

书一港”的文化精髓，运用现代化的设计手段，将其神

韵巧妙地结合到宁波城市视觉形象设计的细节和整

体中，在认知与理解的基础上，让人产生联想与共鸣，

塑造个性鲜明、识别性强的良好城市品牌形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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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宁波饮食文化：汤圆视觉

设计

Fig.3 Ningbo diet culture：

sweet dumplings visual design

图4 宁波饮食文化：海鲜视觉

设计

Fig.4 Ningbo diet culture：

seafood visual design

图5 宁波港口文化视觉设计

Fig.5 Ningbo port culture

visual design

图6 宁波大桥文化视觉设计

Fig.6 Ningbo bridge culture

vis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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