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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中地域文化的传达机理及其构建方法。方法 总结我国城轨列

车外观设计的技术特征和存在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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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列车外观地域文化视作一种可以传递的信息，

引入“香农—韦弗”传播模式解释了列车外观文化的传递过程，结合“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

构建了列车外观的符号系统。结论 城轨列车地域文化的表达效果取决于设计师对设计规则的掌握，列

车外观的符号系统可作为设计过程的理论推导模型，设计师可按照共感觉、联想、文化认同的层级递进

关系合理组织设计元素构建列车外观中的地域文化，运用此模型在成都市有轨电车外观设计中进行验

证，可为各类制式的城轨列车外观设计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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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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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of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in. The technical featur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urban rail 
trains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By analyzing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the rail train in typical cities, it was proposed 
that paying attention to reg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duce differentiated design and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rain appearance. With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rain appearance as a kind of transmissible informatio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the train appearance culture was explained by introducing the “Shannon-Weaver” communication 
mode. Then,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Roland Barthes” semiotics, the symbolic system of the train appearance 
was constructed. The effect of regional culture expression of urban rail train depends on the designer's mastery of the de-
sign rules. The symbolic system of train appearance can be used as a theoretical derivation model of the design process. 
The designer can reasonably organize the design elements to construct the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train appearance ac-
cording to the level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of common sense, associ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odel is used to ver-
ify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the tram in Chengdu, and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ppearance design method of the 
urban rail train in various formats. 
KEY WORDS: urban rail train; appearance design; reg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mode; symbolic system 

城市轨道交通是继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逐步完备 后的重点发展方向[1]。截止到 2018 年末，我国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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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有六十三个城市的城轨交

通线网规划获批[2]。城市轨道列车（以下简称城轨列

车）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核心装备，其设计理论及方

法是工业设计研究的热点领域[3]。通过对地域文化的

表达展现列车外观设计的差异化特色，从而满足不同

人群的审美偏好，是提升列车附加价值的重要手段。

在列车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中，王海霞等[4]分析了列车

涂装设计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提出在选色和色带划分

时应考虑乘客的心理需求并符合视觉形式的美感原

则。支锦亦等[5]比较了各国高速列车设计的地域文化背

景，结合中国传统造型观提出了反映民族性、地域性、

时代感和品牌特征的列车文化设计理念。王玮等[6-7]

对国外有轨电车的外观设计进行了分析，提倡关注情

感化设计，认为色彩涂装最能彰显城市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风貌。李洋等[8]提出了轨道车辆“生长造型理论”

的设计思想，认为城轨列车设计应该讲究中国传统文

化生态的延续，列车造型设计是创造区域文化内涵的

直接方式。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从文化的角度对现有轨

道交通列车进行逆向分析，鲜有对列车设计中的文化

传递过程及正向构建方法的论述。结合当前研究的不

足，从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角度提出一种列车外观文化

设计方法。 

1  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与文化 

文化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通过长期创造

形成的产物[9]。对于城市而言，主要反映为在一定的

范围内的历史遗存、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综合

形成的地域文化[10]。城轨列车在城市中穿行，无时无

刻不与人的视觉和使用行为产生交互，其外观造型既

有技术属性，又有社会属性。 

1.1  列车外观的设计特征分析 

城轨列车外观设计主要是列车车体造型设计和

车身涂装设计。车体造型设计决定了列车的气动性能

和基本美学特征，我国目前的城轨列车有地铁列车、

轻轨列车、有轨电车、磁浮列车、单轨列车、自动导

向轨道列车及市域快速轨道列车七类[11]，外观结构较

为相似，一般由两列带司机室端车和若干中间车组

成。影响列车外观造型的主要因素是速度，除磁浮列

车最高运行速度达 500 Km/h 以外，其余制式城轨列

车运行速度一般在 80~120 Km/h，受空气阻力影响较

小，外观造型设计有较高自由度，适合呈现多样化的

风格。由于列车端车后部及中间车车体的横截面通常

不变，所以列车外形设计的重点是车头。从我国现有

车型来看，城轨列车的车头设计一般短而钝，呈方形，

少数流线型设计，整体上以满足技术标准为主要目

的，缺乏差异化特色。此外，车身的涂装设计也是外

观设计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车体选色、确定色块及

分割形式以及使用其它装饰图形等，在千篇一律的机

器复制时代通过丰富的涂装色彩彰显本土文化也是

造就列车设计风格迥异的途径，目前我国城轨列车涂

装以白色和银灰色二分天下，充满冷漠感。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

家，列车设计却没有呈现出和中华民族璀璨文明一样

的丰富变化。高速列车因其里程长、跨度大，保持外

观设计的统一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国人的凝聚力，

但城轨列车在市域内开行，应该与城市风貌融为一

体，体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1.2  列车外观设计的文化因素 

列车外观造型虽然受到技术因素、美学因素、文

化因素的影响，但技术因素限制了列车的外在形式、

美学因素容易造成千人一面的“国际主义”风格，只

有文化因素具有由地域造就的差异性。设计既是人类

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列车外观是展现文化的俱佳载体，庞大的体量可

以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法国马赛市的有轨电车设

计（见图 1），由庞巴迪（Bombardier）公司基于 Flexity 
Outlook 车型设计，车头造型像一艘昂起的船首，大

面积的浅蓝色车窗贯通了白色车体（见图 1a）。马赛

市是一个碧海蓝天与白色沙滩交相辉映的地中海沿

岸古城，其列车外观设计是地中海文化的真实写照

（见图 1b）。伦敦下一代地铁列车设计见图 2。英国

普睿谷（PriestmanGoode）设计公司为伦敦设计的下

一代地铁（见图 2a），列车外观上运用了 LED 灯带和

倒梯形等具有未来感的设计元素，在涂装上用蓝色和

红色延续了“米字旗”（见图 2b）和“伦敦地铁”标志

的色彩形象（见图 2c）。 
 

  
 

a                         b 
 

图 1  法国马赛市的有轨电车设计 
Fig.1  Tram design in Marseille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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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伦敦下一代地铁列车设计 
Fig.2  Next generation metro train design in Londo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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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不少的列车制造商都将列车外观设计作为

文化的一种外在形式，如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

Combino、ULF、Avanto 等车型；阿尔斯通（Alstom）

公司的 Citadis、Konstal 等车型；庞巴迪公司的 Flexity2、

Cobra 等车型在外观上不仅体现了各个企业的技术特

征，还注重对开行城市的文化融入，进行外观的本土

化改造，使得不同城市的列车精彩纷呈[12-14]。 

2  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中的文化传递与

构建 

如何将地域文化通过设计活动转变为可看、可

听、可感知的轨道列车是设计师必须处理的问题，研

究以列车为载体的文化传递模式有助于形成正向式

列车文化构建策略。 

2.1  列车外观设计文化传递模式 

城轨列车这一电气化设备被设计师通过设计行

为进行加工，赋予了文化的附加价值，在城市中穿行，

被人们的视觉捕捉，引起群体性的感官、直觉和文化

的共鸣，是一个文化传递和被接收的过程。因此，将

文化视作可以传递的信息，引入“香农（C.Shannon）

—韦弗（W.Weaver）”的传播模式[15]，得到城轨列车

外观的文化传递过程模型，见图 3。 
上图中，“发信人”可以是设计师或制造商，他

们是列车外观设计的具体实施者。“信息 1”是“发

信人”为列车设定的要传达给“收信人”的文化价值

观念，它是抽象的内容。“构建”是利用设计理论及

方法，合理组合点、线、面等造型设计元素的过程。

“规则”一方面指城轨列车外观设计必须遵守的车辆

限界及相关设计标准；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地域文化

背景的约束，避免使用易被“收信人”误解甚至忌讳

的设计元素。“信文”是传达信息的媒介，即城轨列

车的外观。“信道”是文化传递的通道，可认为是人

文社会环境。“干扰”是一切使信息不能被准确传递

的因素，包括人的审美偏好、教育背景差异、宗教信

仰和文化差异等。“解构”是指“收信人”对列车外

观设计进行解读的心理过程。“信息 2”则特指“收

信人”理解到的信息。文化，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因

为干扰而导致人们接受到的信息不尽相同。“收信人”

一般是乘客，泛指与列车产生直观视觉交互的居民。 
此过程中，“发信人”预设列车传达的文化内涵 

 

“信息 1”，通过设计手段加工为设计方案“信文”。列

车在城市中开行，将“信文”传递给乘客，乘客自行

解读到的文化内涵为“信息 2”。 
通过城轨列车外观的文化传递过程模型可以看

出，优秀的外观设计其“信息 1”与“信息 2”要尽可能

一致。这取决于设计师对“规则”的掌握，不仅要有熟

练的列车外观设计技术，而且要对开行城市的文化环

境有深入的调研和认识。此外，该过程还说明“信文”
和“信息”间存在由表及里的指涉关系，因此，构建丰

富文化内涵的城轨列车外观最好引入符号学的观点

来处理，即“信文”是符号中的能指，代表列车外观；

“信息”是符号的所指，代表文化内涵。 

2.2  城市轨道列车外观设计的文化构建方法 

城轨列车外观设计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构建”过

程。如果将城轨列车外观视作一种符号，“构建”就是

连接能指和所指的中间环节。这样设计师处理的就不再

是“列车”和“文化”两项，而是“列车”、“文化”和

“之 •间的关系”三项。运用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s）

的三项式符号学模型进行分析[16]，城轨列车外观（能指）

是一个表达平面 E（Expression），文化（所指）是一

个内容平面 C（Content），此外还有两个平面间的关

系 R（Relationship），形成一个城轨列车外观的基础

符号系统，见图 4。 
然而城轨列车的外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通

过各类设计元素的巧妙组合，从二维图像到立体造

型，再到列车开行时的动态视觉效果，每个环节的指

涉关系和指涉内容是不同的，可以表达为一个套嵌的

城轨列车外观符号系统，见图 5。 
这个系统中，表达层面 E1 是列车外观的设计元

素，一般有形态、色彩及表面材质。这些设计元素通

过组合，首先给人以视觉冲击，其关系 R1 是由生理

引发的“共感觉”，内容层面 C1 是“共感觉”产生的

圆润感、洁净感等本能反应。E1, R1, C1 共同构成了第

二层的表达平面 E2，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城轨列车外

观。这一层面基于人对事物的普遍认知，带给人快速、

安全等和列车有关的联想，具有普遍性。E2, R2, C2 继

续进入第三层，构成 E3。E3 作为带有普遍认知印象

的列车外观，当它在不同的环境中开行时，会由于人

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出现不同的解读。采用特定文化

元素设计列车外观时，就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引发群

体性的文化共鸣。 

 
 

图 3  城轨列车外观的文化传递过程模型 
Fig.3  Model for the cultural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appearance of urban rail 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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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轨列车外观的基础符号系统 
Fig.4  The basic symbolic system for the  

appearance of urban rail trains 
 
将城轨列车外观视作符号来构建地域文化易于

设计师将设计目标进行拆解，最终落实到设计元素的

选取和提炼上，以此为方法设计出来的列车外观传达

的意义更为准确，“信息 1”和“信息 2”可保证高度的

一致。 

3  设计实例 

以成都市的有轨电车设计为例，成都平原是蜀文

化的发源地，在此先后发掘了三星堆、十二桥等早期

蜀文化遗存。当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三星堆祭祀坑中出

土的“青铜纵目面具”。蜀人在与夏商文化的交流融合

中，发展了青铜制造技术，创造出了新的特色文化，

其代表就是神器制造艺术，“青铜纵目面具”也因此

成为了代表古蜀文明的最好例证。该面具最突出的部

位是它的眼部，其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

夸张，强化了神性，显得神秘静穆。它被认为是古蜀

人的祖先造像。 
依照城轨列车外观的文化传递过程，设计师先应

对传递的“信息 1”进行设定，此处的“信息 1”应为体

现“蜀文化发源地”这一核心内涵的“古蜀文明”。 
 

其次，运用城轨列车外观设计的文化构建方法对“信

文”进行编码。成都市有轨电车外观设计的文化构建

流程见图 6。 
车辆外观作为“信文”，在设计时提取了“青铜纵

目面具”的线型元素作为车头特征线，前窗和腰线等

转折处借助了面具凹凸起伏中尖锐的造型语言，车灯

设计融入了眼部形态，使之在形态上与面具神似，产

生与面具近乎相同的尖锐、凌厉等“共感觉”。车身由

于车辆限界和技术结构的约束导致造型的自由度有

限，因此在转向架裙板部分融入了面具耳部形态的设

计语言。最后，考虑“规则”的限制因素，对提炼的元

素进行组合，使列车造型的重心下移，带给人安全平

稳的联想，并且简化线型轮廓，以满足制造要求，进

行涂装设计，让列车成为现代技术与古蜀文明的有机

结合，从而体现“信息 1”所要表达的内涵。成都市

有轨电车外观设计效果见图 7。 

4  文化传递效果评价 

为验证设计方案传递的“信息 1”与人们接收到

的“信息 2”是否一致，采用语义差异法（SD 法）设

计实验。通过相关文献收集，并筛选出描述“青铜纵

目面具”和有轨电车外观的典型形容词汇，组成语义

相反的 8 组形容词对。将形容词对编辑成李克特量

表，邀请被试以 1～5 分进行打分。得分越高表示被

试者感受越靠近右侧形容词；得分越低被试者感受越 

 
 

图 5  城轨列车外观符号系统 
Fig.5  Symbolic system for the appearance of urban rail trains 

 

 
 

图 6  成都市有轨电车外观设计的文化构建流程 
Fig.6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appearance design of tram in 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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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左侧形容词。将被试者分为两组，每组十五人。

请他们分别在显示器前观看“青铜纵目面具”与设计

方案的图样，并且在 SD 问卷上打分。将问卷数据录

入 SPSS 19 中，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两个样本的形容

词对得分均值及词意偏向，语义评价数据见表 1。得

分均值折线走势见图 8。 
从表 1 和图 8 可以看出，两组被试在选择描述“青

铜纵目”面具的形容词对时，存在相同的偏向。这说

明两组样本表现出了一致的内涵意义，证明设计方案

在体现“青铜纵目”面具传达的古蜀文化方面“信息 1”

与“信息 2”保持了一致性。 
两组被试在选择描述有轨电车外观形容词对时

有明显差异。这说明经过“规则”的约束和设计提炼，

该设计方案不仅保留了“青铜纵目”的文化内涵，而

且体现了现代高技术产品的外观特征。 

5  结语 

轨道列车外观经常由于技术结构的相似性而呈

现出雷同的设计风格。在满足制造要求的前提下，注

重地域文化的表达是打造丰富多样的列车外观的重

要措施。通过对城轨列车外观设计的文化传递过程进

行分析，提出了列车外观设计的效果取决于设计师对

规则的掌控，文化设计的目标是保证“信息 1”与“信

息 2”的一致。引入罗兰·巴特符号学的理论，将“信

文”和“信息”视作符号的一对能指和所指，建立了列

车外观符号系统。以此作为列车外观设计文化构建的

理论推导方法，在传达古蜀文化的成都市有轨电车设

计中，进行了实践，并评价了设计效果，验证了其方

法的有效性。这为我国接下来研发各制式的城轨列车

提供了外观设计上的理论和运用参考。 
 

 
a b 

 

 
c 

 

图 7  成都市有轨电车外观设计效果 
Fig.7  The design effect of the tram appearance in Chengdu 

 

表 1  语义评价数据 
Tab.1  SD evaluation data 

组 1“青铜纵目面具” 组 2“成都市有轨电车外观设计” 实验组 
形容词对 得分均值 偏向词汇 得分均值 偏向词汇 

国际的—本土的 4.6667 本土的 3.8333 本土的 
大众的—神秘的 4.1333 神秘的 3.7333 神秘的 
活泼的—静穆的 4.2667 静穆的 3.9333 静穆的 

描述“青铜纵目”
面具形容词对 

朴实的—夸张的 4.1667 夸张的 3.8000 夸张的 
尖锐的—流线的 1.8000 尖锐的 3.6000 流线的 
传统的—现代的 1.2000 传统的 4.1333 现代的 
复杂的—简洁的 2.5333 简洁的 3.8667 简洁的 

描述有轨电车

外观形容词对 
粗糙的—精致的 2.4333 粗糙的 4.4000 精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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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形容词得分均值走势 
Fig.8  A broken line chart of the mean scores of ad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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