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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宣传城市文化特色，提升城市形象，从而强化文化地标导视

系统的视觉表现功能，达到传播城市文化特色，促进地域文化发展的目标。方法 从文化地标导视设计

的研究入手，梳理其现状，分析从传统平面设计到现代智能技术的创新，以及其所引出的导视系统设计

的发展趋势，即坚持生态环保的设计理念。结论 基于文化地标导视系统宣传地域文化，强化了地域文

化发展的特性。从文化地标导视系统的视觉表现研究入手，分析了文化地标导视系统从传统平面化到现

代智能化的转变。作为宣传城市文化的载体，文化地标导视系统的视觉表现要紧随时代发展，增强导视

系统的人文气息和智能体验，倡导生态设计理念，充分实现对文化地标的宣传作用，从而建立大众与城

市文化的情感联结，传播城市文化特色，增强地域文化自信。 

关键词：文化传播；文化地标；导视设计；智能化；生态环保 

中图分类号：J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1)02-0180-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1.02.028 

Guide Design of Cultural Landmark 

GUO Tie-jun1, WANG Chun-xiao2, GAO Bo2 
(1.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300220, China;  

2.Nankai University Binhai College, Tianjin 30027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duct research on guide design of cultural landmarks to promote cultural characteris-

tics of a city and enhance the image of the cit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visual expression func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mark 

guidance system,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disseminating urba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research on cultural landmark guide desig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as sorted out. Fol-

lowed by the analysis on its innovation from traditional graphic design to moder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the design 

concep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as educed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uide system design. Publicity of 

regional culture based on cultural landmark guidance system highlight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cul-

ture. The work starts with the visual performance research of cultural landmark guidance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trans-

formation of cultural landmark guidance system from traditional planarization to modern intelligent. As a carrier to pro-

mote urban culture, the visual performance of the cultural landmark guidance system needs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enhance the humanistic atmosphere and intelligent experience of the guidance system, advocate ecological de-

sign concepts, and fully realize the propaganda function of cultural landmarks, so as to establish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urban culture, spre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ulture, and enhance the self-confidence of re-

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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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如何挖掘文化特色、构建城

市形象和传播城市文化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城市文化

地标担负着城市“文化名片”的职能，其导视设计是

关键的触角之一。良性的导视设计具有较强的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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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兼具独特的文化个性，是对整个城市文化形

象的映射。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学家凯文·林奇在《城

市意象》中将城市地标的导视设计称作城市形象的一

个重要节点，可以起到提升城市亮点的作用[1]。城市

文化地标指能代表城市文化精神属性的构筑物，即在

外观、精神、物质上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城市雕塑、

公共景观等。因此，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外

观设计、富有吸引力及导向寓意的文化地标导视设计

能为城市形象宣传及文化特色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1  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作用及功能 

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宣传亮

点，能在一个特定空间内利用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给人

以视觉感染力和艺术美感，这不仅需要有显而易见的

导向性和美的观感性，而且应有丰富的感染力[2]。文

化地标导视设计作为传播文化、宣传城市特色的载

体，在“讲好城市故事”，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还要

考虑其视觉美观性和心理舒适感。作为城市宣传的窗

口，除了具备基本的引导功能以外，还应体现城市人

文风貌和文化个性，在具体的设计中表现出应有的文

化传递性[3]。以文化地标为载体，将更多的城市信息

融入其中，塑造城市形象，从而带动整个文化地标的

良性发展，这对城市文化传播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2  文化地标导视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文化地标的导视设计已有多年发展历史，近

年来设计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已趋于完善[4]。

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大众对城市文化的特色和内

涵要求非常迫切，同时对体现城市特色的文化地标导

视设计愈加重视。从总体上看，我国各个城市的文

化地标导视设计水平参差不齐，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整体规划，设计方法传统导致视觉表现性

弱；（2）鲜少形成本地独特风格；（3）忽略地域文化

传承；（4）新媒介运用滞后；（5）可持续发展体现

不足。  

美 国 著 名 城 市 理 论 专 家 唐 纳 德 ·沃 特 森 提 出

“城市文化地标导视设计是城市文化精神的镜像”的

观点[5]。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不仅可以通过图像符号、

文字信息、色彩传递等方式来传播城市信息，而且可

以利用新媒介技术及环保材料，融合可持续发展的设

计理念，加快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播，这也是促进艺术

与科技共融发展的有效途径。 

3  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原则 

3.1  呈现城市地域文化特色 

导视设计既要有很强的识别度，又要符合受众者 

 
 

图 1  拜占庭文化博物馆的导视设计 
Fig.1  Guide design of the Byzantine Museum of Culture 

 

 
 

图 2  柏林博物馆岛的导视设计 
Fig.2  Guide design for Museum Island, Berlin 

 

认知心理与审美体验，还要与城市地域文化特色相契

合。由于地域性因素，一些可以代表城市文化特征的

图形、符号、文字、色彩被启用，通过再设计及创新，

使图形符号更具特征，个性鲜明地起到了宣传城市形象

和文化的作用。希腊塞萨洛尼基市拜占庭文化博物馆的

导视设计由 Beetroot Design Group 公司设计。以拜占庭

建筑风格中的马赛克元素为其主体形象，由马赛克组

成的导视设计，表现内容清晰明确，又兼具历史和地

域文化特点。拜占庭文化博物馆的导视设计见图 1。 

3.2  传播城市建设理念 

德国的柏林市一直以打造节约环保型城市为核

心观念，在整个城市建设过程中处处都能看到这一理

念的体现，这样的城市理念也一直被世界其他城市效

仿。柏林博物馆岛的导视设计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城

市理念。在复杂的界面中，有意义的信息通过图形、

符号、文字、色彩等融入其中，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城

市文化，进一步明确了信息传递，产生了良好的共鸣[6]。

这个导视设计既能凸显有效信息，又能提高视觉识别

度。还采用了回收的不锈钢、木材、塑料等废弃材料

进行制作，既实现了废弃材料的二次利用，又充分体

现了环境保护的理念。通过这种有“人情味”、“地方

味”的导视设计，城市文化信息可以被迅速传播。柏

林博物馆岛的导视设计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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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荷兰鹿特丹市现代艺术展览馆的导视色彩设计 
Fig.3  Guide color design for Rotterdam Modern Art  

Gallery in the Netherlands 

 

图 4  伦敦利弗浦街智能城市导视设计
Fig.4  Smart city guide design on  

Liverpool Street, London 
 

3.3  提升城市文化形象 

文化地标能提升城市形象，好的文化地标导视设

计更能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如荷兰是郁金香之

国，当地人偏爱橙黄色，于是鹿特丹市的现代艺术展

览馆的导视设计大胆地以橘红、橘黄、亮黄为主题色，

以蓝、绿为补色，使导视的色彩设计对比强烈、颜色

浓郁，容易让观众产生文化认同感。同时实现清晰的

指示功能，并且符合时尚性的展馆定位，彰显出了鹿

特丹市热情绚烂的城市性格。通过鲜明、个性的图形、

符号、文字、色彩等，有效提高了导视信息的识别率

和可读性，使其成为了城市形象的重要语言，长期的

地域文化积淀出的特殊含义，通过对大众感官的刺激

传导、心理意识、情感认同达成了共识[7]。独特的视

觉心理暗示语言、完美的导视设计把没有情感的导视

变得鲜活，拉近了城市地标与大众的距离。同时，城

市地标的内涵也可通过导视设计传递，不同的城市造

就着不同的艺术感染力，各个城市的导视设计便传播

着各地的文化特色和内涵。荷兰鹿特丹市现代艺术展

览馆的导视色彩设计见图 3。 

4  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创新与实践 

新媒介的传播速度对文化地标的导视设计起着

不可估量的作用，新媒介导视设计具有超强的跨越时

间与空间的特点，以多点对多点的形式被无限传播[8]。

新媒介导视设计针对不同阶层的受众解决了使用时

的局限性。新媒介技术的应用让大众只凭借动态的操

作系统，就可自由选择信息接受模式。新媒介导视设

计可提供多种语言，达到了多语言转换的目的，也推

动了文化地标对城市文化的全面宣传。 

4.1  智能科技的城市地标导视设计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理学》

中提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观点，这意味着要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9]。互联网和数字媒

体技术助力了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促使交互媒介以多

元化的方式介入文化地标的宣传，与传统媒介相比，

智能传播技术更具有时效性和公众需求性。目前，人

工智能建设的不断完善与互联网的深度应用，逐步实

现了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与大众需求的无缝对接。 

伦敦利弗浦街的智能城市导视设计是将 836 张

照片上传到搜索引擎，在提供导视服务的同时也提供

与所选地图相关的简介信息。这不仅囊括了更为广泛

的信息，而且能帮助人们快速地在众多信息中甄选和

查询，起到了更好的导视服务作用，更是全新的技术

革新与体验。借助新媒介传达信息的导视设计，通过

网络途径，缩短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影像要

素随着受众者接收信息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

效果，极大地拓展与增强了导视设计的形式和效果[10]。

伦敦利弗浦街智能城市导视设计见图 4。 

城市导视智能终端在维度和广度上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操作体验。通过智能技术以生动的方式展现，

人与界面实现了充分交互。智能技术也让使用更加便

捷，形式更加多样，在设计时还可以随时更改，满足

实际要求，顺应时代发展，把设计感与功能信息注入

智能化导视中，为大众带来了新鲜、独特的体验。 

本课题组以智能科技融入导视设计为议题开展

了一系列实践方案，以天津文化地标——滨海新区文

化中心导视设计为例进行分析。滨海新区文化中心聚

集了国内外多位建筑大师的设计理念，形成了独特的

建筑结构形态。作为天津新兴的文化地标，体现了天

津这座历史名城的开放包容、多元现代、和谐发展的

城市特色。其主体建筑包含“三馆两中心一长廊”，

由于总建筑面积达 320 000 m2，所以导视设计需要简

洁、明确、美观，同时兼具科技感和智能性。导视设

计的出发点不仅在于要赋予文化地标以内容，而且要

充分考虑到受众的审美需求，达到快速吸引用户注意

的目的，形成具有现代审美体验的作品。因此整体造

型设计取材于海浪的错落感，外部配有触摸导视幕，

中间大型构筑物可供人穿行，内部配有光影投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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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天津滨海文化中心导视设计方案 

Fig.5  Guide design scheme of Tianjin Binhai Cultural Center 
 

 
 

图 6  澳大利亚卡拉卡拉国家公园导视设计 
Fig.6  Guide design in Caracalla National Park, Australia 

 
供游人获取更多的文化地标信息。 

通过互动性极强的智能技术快速呈现参观信息。

新型的导视模式不仅涵盖了大量的信息，让使用者能

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维度上接收信息，而且在

体验上更富有人文关怀的优势。智能技术能够让导视

设计在技术与应用层面上更加丰富多样，既节省了时

间又让游览路线变得更为自由，还增添了体验的趣味

性。天津滨海文化中心导视设计方案见图 5。 

4.2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地标导视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

“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可见当前国家对生态环保

建设的重视程度，因此文化地标导视设计也要与环境

相匹配，注重与生态相结合，彰显文化地标的时代性、

科学性，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 

传统的导视设计材料，由于常年暴露在外，很容

易被侵蚀腐烂。使用更便携、更延年、易维护、易使

用的材料，也符合建立生态社会的发展需求。生态理

念在导视设计中的运用能够对保护城市空间环境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减量化、再利用、可降解等都是

导视设计关注的问题。因此，导视设计要降低对环境

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通过大量使用自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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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原天津五大道旅游区部分导视设计 
Fig.7  Part of the original guide design of Tianjin Five-Avenue Tourist Area 

 

 
 

图 8  导视牌结构 
Fig.8  Structure of guide sign 

 

 
 

图 9  导视牌功能 
Fig.9  Functions of guide sign 

 
和废弃材料，以及可回收、可拆卸、可维护、可重复

利用的材料，因地制宜，实现文化地标导视设计的可

持续发展，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澳大利亚卡拉卡拉国家公园是世界著名的文化

遗产。这里独特的环境和生态系统是野生动物栖息的

理想境地，其导视设计就充分体现了生态环保的特

色。导视信息雕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公园内路

边的导视牌也都由石头制成，就地取材，既节约环保

又体现自然生态的观念。澳大利亚卡拉卡拉国家公园

导视设计见图 6。 

为了将可持续发展设计理念融入到文化地标的

导视设计中，以天津著名文化地标五大道旅游区导视 

设计改造为案例进行阐述。天津五大道建筑群位于天

津市中心地带，是由睦南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

道、马场道五条街道组合而成的街区，是展现城市文

化的标志性区域。五大道融合了德国、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各式风格的建筑几百余幢，可谓“万国建筑

博览会”。它不仅是城市的心脏，而且是塑造天津城

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五大道旅游区道路交织，居民区、

历史建筑、商业中心等错综复杂，因此需要有效的导

视设计指引大众旅行参观。然而目前五大道导视设计

在展现地域文化内涵、民俗特色及人文关注方面有

明显不足，色彩单一、造型缺乏特色、风格不够统

一的导视标牌随处可见，这显然与其承载的历史文

化内涵十分不符。原天津五大道旅游区部分导视设

计见图 7。 

为了在导视设计上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首先，在材料上使用能生成能源的材料，创造耗能自

给的导视设计，并关注材料废弃之后的可降解处理；

其次，将生态美学融入设计，体现保护自然环境的努

力及和谐共存的愿景，提倡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因

此导视牌外层用亚麻纤维构成的生物复合材料取代

复合化学纤维材料；上方设置太阳能电池板及压电材

料，可以依靠太阳能和游览者在地面上施加的压力生

成电流，使其能够为自我运转提供能量；造型上穿插

城市建筑的剪影，既能体现设计的地域文化特征，又

能实现与周边建筑物的和谐统一。导视牌结构见图 8， 

导视牌功能见图 9。 

整体设计改造方案遵循地方民俗文化，力求呈现

出隐藏在深处的社会意识和地方认同感，提炼出具有

代表性的地域文化视觉符号，为旅行者提供便利，为

城市提升影响力。运用独特的形象设计、多元化的布

局方式和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明亮色彩搭配吸引游

客的注意，从人性化设计角度出发，以落地、悬挂、

粘贴等多种形式呈现，配以智能化的操作模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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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天津五大道旅游区导视设计改造方案效果 
Fig.10  Rendering of renovation plan for guide design of Tianjin Five-Avenue Tourist Area 

 
可视操作台及语音导航功能等，为大众提供更好的

导视服务。天津五大道旅游区导视设计改造方案效果

见图 10。 

5  结语 

文化地标承载着城市的文脉和区域特征，其导视

设计更是提升城市形象的亮点，是“第一印象”的区

域，代表着城市的典型文化，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传

播和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地标大多位于

城市的重要地点，彰显着城市文化的不同含义，其含

义又与该城市的自然属性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

联，因此文化地标便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构筑物[11]。加

强城市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必将为城市带来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与共融，也是

推进城市对外交流的有效工具。在智能化时代的大背 

景下，文化地标导视设计可以通过实物展示、互动影

像、人工智能等方式宣传城市文化，既加强了互动性

与参与性，使大众更直观地感受文化地标，增强地域

文化自信；又着重强调了人们感受与体验。文化地标

的导视设计具有可读性和外显性，在满足基础的信息

传达的同时还表达了特定的含义和情感，使文化地标

更具特色，城市文化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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