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研究

摘 要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已成为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整体设计中一种全

新的，正在成长中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

新设计从本质上是在把城市公共环境从一般性的功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

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级形态。在本文中，

作者试图通过国内外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初步研究，与读者一起探讨

标识创新设计与现代城市公共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根据不同的城

市公共环境空间提出不同的设计创新方式，从而引发一种全新的“现代设

计创新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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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public environmental logo design method innovation

research

ABSTRACT

City public environmental logo design method，which is a new and

budding concept，has become one of the mo 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whole

modern public environmental de sign．The indeed of research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logo design is basically upgrade a lower or simpler form of

average function and human assembly material into a more complex or

higher form of hunran spirit culture．By research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logo design both here and abroad，the author tr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o design and public environment in the thesi s with reader，and

al so bring forward a different method according different public

eiqVironmental space，then evolve a brandnew concept 0f modern d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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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的背景与动机

第一章 绪论

传统的形式概念中，标识只是一种广告的手段或交流的方式，然而随着我

们周围公共环境中的图像和图像技术使用方面的发展，出现了价值观被更新的

潮流。这一潮流之中的一个部分便是对于“标识”创新设计的重视。今天的标

识已经成为人类与现实社会的一种接触方式，在这个信息化的世界中，交流正

在被重新评价，人类正试图让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可以说，标识描述了

一个新的价值观一一它不仅是物质产品生产的一项实用技术，而且还说明应当

怎样去使用这些产品。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法就变得日益迫切起

来。多年来，标示物一直担任公共空间里的重要角色。来自民间的平面、构成

艺术，在提供动线、识别、规定等重要资讯之余，也为周围环境增添了丰富的

光彩。你能想象时代广场美国(Times Square)没有标示物吗?或者在任何一

家地区性的购物商场没有标示物吗?再不然，想象一下国内高速公路系统，要

是完全没有标识，会是什么结果?城市公共环境的整体是位于空间体系当中的

相互沟通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构成系统的元素～起组成了我们人类的

生活空间和具有空间特色的环境，这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就是标

识。无论你身在何处，在剧院、在餐馆、在主题公园、在大学校园、在博物馆、

在医院：或是你在机场、在地铁车站、在旅游度假、在购物；或是你在熙熙攘

攘的大街上，你都能感受到标识体现的功能与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使

得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法变得尤为必要。

1．2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法是从本质上把城市公共环境从一般性的功

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级

形态。我们认为，城市公共环境中重要的信息必须以图像式的“标识”的方式

直接表达出来，用电子的，有色彩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载体来实现。在城市公

共环境中，由于标识所表现的都是一些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最

大限度地把标识设计得既具有影响力又具有冲击力，同时看起来简单明了。不

仅如此，这些图像信息带来了另外一个维度的空间体验。例如，对各个城市的

中心区域以及连系它们的城市干线、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航道的空间体验。

在公共环境中的一个区域或通过序列运动看到的任何连续性的标识，无论大小，

都相互影响，并在观察者的头脑中产生复合的印象。如果标识是从多种方式获



得，并且相互之间不协调，就会产生一种矛盾、混乱及忙碌的感觉，这会削弱

或降低它们所传达的信息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在公共环境中可以用和谐而又

互相协调的模式来设计成组的或连续的标识，那么标识所表达的信息会更令人

愉悦并且具有建议性。由于目前在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存在着相当的问题，

科学性和艺术性得不到妥善的解决，甚至会产生两者在设计过程中的冲突，因

此需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

1．3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由于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因此在研究创

新方法上也应当着重于整体考虑。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已成为现代城市公共

环境整体设计中一种全新的，正在成长中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建

筑、公共空间设计、环境元素、交通及运动系统、声光电系统以及参与其中的

公共或私人团体的目标或信息相互协调，成为一个整体。

通过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各类标

识设计项目，这类设计项目均来自不同的城市公共环境创新设计领域：交通运

输、城市规划、信息产业、旅游与经济、庆祝活动、企业名称与商标识别、广

告与营销、教育、娱乐休闲、商业阻及体育等等。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是城市公

共环境的主体和组成部分。另外，公共环境空间主要是三维形式的空间，它分

为实空间和虚空间，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空间。如果我们能读懂其间设计的内

容，就会发现它在向我们诉说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什么时候可以放松。如果我

们要想达到上述目的，并不需要教会或者训练人们怎样使用这种设计语言，几

乎所有人都是在潜意识里学会怎样去读懂它的。因此，在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

识设计方法上要推陈出新，兼收并取，从而实现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法研

究的仓J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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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共环境艺术

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相关的理论，首先要对城市公共环境艺术有大

致的认识和了解，因为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也属于公共环境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广义上看，公共环境艺术概念包含着整个城市生活，它涉及到城市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从狭义上看，公共环境艺术主要是指对城市物质形象

的塑造，也就是说，公共环境艺术应包括涉及城市视觉形象塑造的行为，它涉

及到城市规划、建筑、环境、艺术、园林、文化、市政和管理等诸多方面，本

文所要涉及的重点是狭义上的城市公共环境。

2．1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一般涵义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对于公共环境艺术的涵义一直缺少概括性的叙

述。一般来说，根据公共环境艺术本身的性质，我们可以给它区分广义的定义

和狭义的定义。从广义上讲，公共环境艺术是使城市“环境艺术化”的工作；

从狭义上讲，公共环境艺术是环境中的每个“对象”(即环境艺术“作品”)环

境化的设计。

2．1-1公共环境艺术的范畴和特征

公共环境艺术可以分为物质形态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物质形态主要是指

构成环境景观的物质要素，而这些物质要素按不同的材质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

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影响

指导人们行为的精神因

素，如：宗教信仰、民俗

习惯、审美观念、社会制

度、伦理道德等。公共环

境艺术的特性分别体现

在诸如建筑本身的内外

造型之中，体现在建筑与

建筑之间构成的空间关

系之中，体现在通过人工

改造而被秩序化了的自

然景观中，体现在被那些 图2一j蒜篱冀蒸姜紧园雕塑
有着预期审美诉求或是

无意间置身于公共空间中能够被唤起审美兴趣并获得了审美体验的一切可感物



之中等等。公共环境艺术各要素间的关系犹如生物学上生物群落的共生链，维

系着自然万物的萌发，并处于动态平衡状态。这种状态恰恰是现代环境艺术设

计应追求的目标，其任务在于设计出最优化的“人类一一环境系统”，这个系统

将展现人类与环境的共存，人类与环境在新的高层次的平衡和发展。

由此可知，公共环境艺术的范畴、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它包括公共环境中

的城市空间、道路、广场、桥梁、建筑物、建筑群、园林、雕塑、壁画、纪念

碑、建筑小品，乃至橱窗、广告、栏杆、花池、台阶、路沿这些人造景观；还

包括天空、Ih脉、地形、水面、河流、树木、草地等自然景观；另外，属于公

共环境中起作用的、但不是固定有形的东西，如人们的行为心理需求、习惯模

式、人口构成特点、生产、生活、文化、交际要求等，都是公共环境艺术创造

时要考虑的因素。由于公共环境艺术对象、空间、时间上的广泛性，使得它具

有许多其他艺术门类不同的特点。它不等同于某一种艺术，是多种艺术组成的

有机整体，而不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雕塑、壁画等相对机械的合成。它最

大的特点，是“环境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环境化”，是环境与艺术的互动，当

这种互动处于最佳状态的公共环境艺术作品，方能认为是成功之作。

2．1．2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评价标准和条件

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作品的评价涉及多种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社会

标准、生物标准、功利标准、民族标准、地理标准⋯⋯以至于物理上的亮度、

噪音、振动标准等等。它具有模糊性和无定性，不能象一幅画、一尊雕塑、一

栎建筑那样有简单而明确的评价标准。 为了能在多种评价标准下做出适当的

选择，我们必须有多元化、多样化与一元化、主流化辩证统一思想。和人的需

求是有层次的一样，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也会由实用层次、千篇一律的克隆层次，

提高到有特色的优美和崇高的审美层次。早在几十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

生就提出中国园林是景观、园技、园艺三个方面的综合，具有不同的观赏角度

利层次，砌以满足不同条件下的多种艺术追求。根据这个思路和方法，我们认

为可以补充另外两个层次，即“零”层次和“无限大”层次，“零”层次即指人

与公共环境的距离为零，是人用身体接触对象的感觉和体验；“无限大”层次指

城市公共环境的意境能引起公众产生无穷的想象，不仅能超越几何空间，而且

能超越历史时空。 著名的城市设计专家诺伯特·舒尔茨提出的“城市意象”，

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的“建筑意”，都是对公共环境艺术综合效果提出的高

层次的目标。我们的城市公共环境艺术不能只为了满足“艺术的环境化”，更要

追求“环境的艺术化”，即不但要有“境意”，更要有“意境”，达到精神家园的

层次。



2．2城市公共环境艺术的创新发展方向

从以上对公共环境艺术的阐释，我们可以得出公共环境艺术所追求的，不

仅仅是其艺术的效果，而且是要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效果；它所强调的除了个人

的风格以外．最大限度地表达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交流：环境艺术家与公众之间，

不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共享的关系。

图2—2大波纹彩色磁砖造型
P寨罗那西站公圃(两)

城市公共环

境艺术发展的

方向不再是一

种艺术形式，也

不是一种统一

的流派、风格，

它是使存在于

公共环境空间

的艺术能够与

社会公众发生

联系的一种思

想方式，是体现

公共环境空间

民主、开放、交

流、共享的一种精神与态度。因为公共环境艺术所处的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

一种方式，公共环境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活动，意味着公民的自由交往、自由对

话、自由沟通，通过人们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形成体现共同需要的公共环境空

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既是对公共环境空间的每一个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每个

人社会责任的制约。公共环境艺术是一个带有浓厚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概念，而

非纯艺术的概念。因此，它对大多数公众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形态，

而且是一个应该为之努力与追求的目标。公共环境艺术不是某种具体样式，而

是代表艺术发展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理念。其综合性、

整体性、实践性、多元性的特征，使之几乎涵盖了人类的一切生活状态。它不

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介入和装饰，而是以哲学、美学、艺术观念为指导，将人

类的诸多研究成果整合起来，从整体艺术与公共环境生活的关系出发所进行的

广泛艺术行为。

2．3城市公共环境中的标识创新设计

前面提到公共环境艺术的范畴是很广泛的，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且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就是标识。标识在公共环境中所起到是一个有效的信息系统的作

用，包括环境的指引，视觉辨认和宣传，标识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

公共环境的识别和认可。

2．3．1城市公共环境功能的多元化

随着城市公共环境功能的不断变化，过去人们按照其使用其功能和目的把

不同的场所逐一归类，现在这些场所的界定区分己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零售商场同时具有娱乐功能，娱乐场所也许包含一些教育成分，而现在的教育

机构和娱乐场所也往往提供零售服务。展览会已不再陈列过去那种固定不动的

展品了，而可能是一种互动环境，展览的布置也模仿现代舞台背景去制作。博

物馆也越来越多地借鉴了购物中心和主题公园的经验，把馆内的环境设计得真

实可信。如今，随着公共环境功能的多样化，对于购物、娱乐、参观博物馆，

甚至是在公共广场上参加座谈会这些活动来说，具体在什么地点已经显得不是

那么重要了。

图2-3森林公园系列标识

奥巴特·卡沙巴姆联合公司设计(美)

本文在前

面提到的城市

公共环境中包

括各类政府和

私营性的机构

设施，实际上，

政府部门和私

营单位也可以

相互学习，取

长{}短。渴望

在旅游业方面

盈利的城市正

在思考如何包

装和促销自

己，让城市里宝贵的风景名胜能吸引更多的游人。属于政府部门的生态环境公

园和名副其实的历史遗迹管理部门正在学习私营单位的一些成功的经验，与此

同时，像迪士尼～类的公司也正在借鉴真实的历史事件来充实娱乐休闲活动的

内容。那些历史遗迹管理部门也已经认识到十分有必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

在游人面前，他们正在通过重新包装自己的旅游产品，用更加吸引人的展品和

活动、更鲜明的特色、更独特的服务，让公众了解相关的信息。不仅如此，一

些学院、综合性大学以及医疗卫生机构正处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他们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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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关注自身的形象。当这些单位面向市场时，人们对它们的标识创新设计的第

一印象变得至关重要。如果人们能在这些单位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想要去的

地方，必然会对这些单位产生良好的印象。交通运输过去曾是交通工程师、街

道管理部门和公共设施管理部门负责的领域，现在也与旅游部门、城市规划部

门以及经济发展部门联手，共同考虑街道标识牌的创新设计、城市门户的装饰

以及城市的布局这些直接影响一个城市对外形象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

素。火车站、飞机场也在效仿商业街、餐厅、娱乐中心和博物馆的环境布置。

2．3．2标识在城市公共环境中的功能和作用

如前所述，城市公共环境功能的多元化和交叉性表明了标识在其中起到了

相当重要的作用。标识设计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上述环境的印象。

对于那些急需用良好的服务来提高自己形象的各类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简洁

实用且美观的标识设计是必不可少的。标识在我们周围的公共环境中，同许多

图2 4华盛顿国立动物公园标识

华盛顿(美)

主题一起使用，并且以多种形式存在。

在城市公共环境中，伴随着标识所传

达的信息一同被传达的美和价值也被

发现时，便会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兴奋

的感觉，这样就使得标识的作用得已

较为完美的体现，从而能够将公共环

境多元化的功能用更有效的信息系统

表达出来。随着公共环境功能的日益

多元化，在楼房道路的鳞次栉比中，

在汽车行人的穿梭喧闹中，公共环境

标识以其直观又易于理喻的图像脱颖

而出，成为人们的视觉关注点。它以

自己的独特的设计手法，与城市公共

环境建设中其它设计手段一起向人们

展示了各自的魅力。在使公共环境视

野优美的各种手段中，标识设计的目

标并不满足于人们视觉感官的愉悦和

基本的指示功能。它对公众施加有益

的影响，还拓展深化至心灵教化、精神成长的层面。城市公共环境中标识可视

易读的形状、色彩及其组合，能够具体而准确地向读者输送各种情感信息和理

性信息。

实际上，标识像一切艺术作品一样，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为净化人们的思想



境界，改善国民精神素质，建立美好的道德情操、社会风尚，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是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作用的最高体现。 标识作为～种艺术样式，其二维和

三维空间中的图像能够体现出不同的空间环境并且有条不紊地传达出不胜计数

为公众服务的信息，这是公共环境标识当仁不让的功能和作用。完美的创新的

公共环境标识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财富，是全社会人人有权享用的审美资源。

它作为公共艺术，把与公众间的顺畅沟通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真正彻底地实

现了与公众的亲近并为公众服务，使人们得以从容自若、毫无窘态地亲历审美

愉悦，享用文化财富。现代城市公共环境中商业宣传无序泛滥的必然结果，使

人们不免常常会感受到被文化沙漠侵袭淹没的悲凉。因此，要想将城市公共环

境纳入有序管理，必然要在标识设计中体现出来并使公共环境中的文化含量充

足茂实，其中的文化形象便能够亭亭玉立而且饱满壮大。无论是室内或是室外

环境的标识，都会因其实用功能和优美图像而成为过往行人眼中重要的关注点，

因而能够成为其所在公共环境中的一个极为醒目的风景。它向人们指示城市公

共环境的地理方位和功能类型，甚至成为当地的视觉符号、形象代表。标识在

公共环境中能够实施辨认、记忆、提醒、判断、引导的作用，无疑是城市的文

化品位得到提升的依据之一。 现代公共环境标识以无以计数的规模参与了各

地的公共环境建设，并在不同的城市公共环境中分别实施了美饰公共环境、传

达情感理念、提升文化品位、指引环境空间、促进旅游娱乐等功能，这样的作

用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章 标识设计

有一个德文词，Zeitgeist，没有相应的英文词。它的意思是时代精神，指

特定时代的文化倾向和情趣特征。这个德文词涵义同样适合于标识。标识设计

的视觉性和功能性，结合它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联系，使它比许多其

它人类表达形式更接近于表达一个时代的精神。

3．1标识的起源

人类在原始时代没有文字，为了记录某种事件，常用刻树、结绳、堆石等

象征符号来表示，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象征符号的标识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当生产力达到进一步发展，生产

者的产品在满足自需的基础上有了剩余，

就有了产品交换，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生产

者生产同一类产品的情况，因而生产者就

在自己出售的产品上作了”记号”，对于购

买者也渐渐养成了认”记号”购物的习惯，

这就是标识设计的起源。那时每个氏族和

部落都选用一种认为与自己有特别神秘关

系的动物或自然物象作为本氏族或部落的

特殊标记(即称之为图腾)。如女娲氏族以

蛇为图腾，夏禹的祖先以黄熊为图腾，还

有的以太阳、月亮、乌鸦为图腾。最初人

们将图腾刻在居住的洞穴和劳动工具上，

后来就作为战争和祭祀的标志，成为族旗、

族徽。国家产生以后，又演变成国旗、国 图3-1龟甲占h符号

徽。古代人们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

为方便联系、标示意义、区别事物的种类特征和归属，不断创造和广泛使用各

种类型的标记，如路标、村标、碑碣、印信纹章等。广义上说，这些都是标识。

在古埃及的墓穴中曾发现带有标识图案的器皿多半是制造者的标志和姓名，后

来变化成图案。在古希腊，标标识已广泛使用。在罗马和庞贝以及巴勒斯坦的

古代建筑物上都曾发现刻有石匠专用的标识，如新月车轮、葡萄叶以及类似的

简单图案。中国自有作坊店铺，就伴有招牌、幌子等标志。在唐代制造的纸张

内已有暗纹标识。到宋代，标识的使用已相当普遍。如当时济南专造细针的刘

家针铺，就在商品包装上印有兔的图形和”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字样的标识。欧

洲中世纪士兵所戴的盔甲，头盖上都有辨别归属的隐形标识，贵族家族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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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徽记。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中人造的造型和形象的美是与它们的

功能连接的。希腊陶器，埃及象形文字和中世纪手写本的审美特质完全与适用

价值结合，使得标识设计艺术与生活统一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随着工业革

命的轰隆声，以持续不断加速步伐的剧变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使标识设计领域

到天覆地。在这个使标识设计从其所在的社会和经济作用中震撼出来的机械时

代，群众的物质生活和他们的感官和精神需要之间产生了鸿沟。就像恢复人性

与自然统一的呼声同样也有日益成长的觉醒，要求恢复人造环境和公众传达的

人类价值和审美价值。一个社会的栖身处、人造物和标识设计可能再次使人们

结合在一起，从而恢复已经受到破坏的审美和精神价值。通过标识创新设计过

程重新使物质需要和精神结合成整体，能在很大程度上对城市社会的生活质量

和目的作出贡献。而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目的得到明显提高的同时，又会对标识

设计提出更高更远的要求。到本世纪，公共环境标识、国际化标识开始在世晁

普及。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飞跃发展，到现在，经过精心设计

从而具有高度创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标识，己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一切领域包括

公共环境设计领域，对人类社会性的发展与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和影响。

3．2标识设计的涵义延伸

传统的标识设计领域，其基本的涵义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

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

图3-2标识字体设计 图3-3次要标示物
好粟坞侏岁纪公园标识没计系列(美)

达特定的信息。然而随着国外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尤其是在公共环境领域，

这种较为传统的标识设计涵义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延伸和发展，并冲击着我

们固有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因此，如何认识传统标识设计与现代公共环境之间

的关系，使其在公共环境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在国际设计风格的影响下，

丌创多元化的设计潮流，则是新一代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师们所面I临的课题。同

样，因为标识本身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

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公共环境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受到西方



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在进行标识创新设计时，我们往往习惯于首先从源于包

豪斯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去尝试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

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识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这样设

计的标识虽然体现了标识殴计涵义中的现代感、信息感和商业感，但多了以后

也就使得标识设计本身被无形的教条化和形式化。因为这种标识设计显然忽略

了传统图形艺术的教学，导致标识设计师在处理标识造形时也只是狭隘地从简

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形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

因此，现代标识设计的涵义应当在不违背其基本定义的前题下，结合现代

图3—4延伸标识主题的侧门设计 图3-5招牌的典型表现

好莱坞侏罗纪公园标识设计系列(美)

国际新思潮，从标识设计作为现代视觉传达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出发，将

具体的事物、事件、场景和抽象的精神、理念通过特殊的图形表达出来。在公

共环境中，这种图形不仅仅是二维的，更是三维立体的，如室内外雕塑、壁画、

各类空间造型。使人们在看到这些图形的同时，自然而然会产生联想，从而产

生对于事物或场景的认同感。在整个公共环境形象的传递过程中，因其出现频

率高，应用广泛，易于被人们认知和记忆。纵观现代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史，许

多著名的有刨新的公共标识设计无不是在简洁、明了的形式美中蕴含着公共环

境中所传达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的内质。

3．2．1标识设计的符号化

在现代标识设计中，有一个特征需要特别去注意，那就是标识设计的符号

化。标识设计的符号化作为其基本涵义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

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媒介，是认识事物的一个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

代码和代码系统。符号有可识别性、普遍性、约束性和独特性，它可以是一种

念度，一种行为方式或一种文化立场，能通过有形有效的载体表现出来，而寻

找这种载体的过程就是设计的过程。因此，符号语言被广泛应用于标识设计中，

可以说符号是创意和创新设计的共同载体。

从符号与它指涉对象(即其指向与涉及的事物或领域)的关联上，目前在

符号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是



符号的三个层次：

1、图像符号(ICON)图像符号是通过模拟对象或与对象的相似而构成的。

如肖像， 就是某人的图像符号。人们对它具有直觉的感知，通过形象的相似

就可以辨认出来。

2、指示符号(INDEX) 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

图3-6标识性自动柜员机
KPv‰TⅥ银行(等)

的关联。如路标，就是道路的指示符号；而

门则是建筑物出口的指示符号。

3、象征符号(SYMBOL)象征符号与所

指涉的对象间无必然或是内在的联系，它是

约定俗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

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

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即社会习俗。比如红色

代表着革命，桃子在中国人的眼中是长寿的

象征。

上述三种符号层次，既是符号的三种类

型并存而不可相互取代，又是符号逐次深化

的三个层次，一个由图像符号至指示符号再

至象征符号，其程度不断深化，信息含量更

加广泛的过程。例如，在标识创新设计中，

鸽子的形象出现在产品的包装上时，无疑它

只是包装内商品的符号，向消费者传达的信

息是“此包装内的商品是与鸽子有关”，此时，

它是作为图像符号出现； 由于鸽子是人们在生活中常见到的动物，具有被人

们广泛认可的动物特征，因此，它出现在路牌或是处所的标示中时，它是作为

指示符号出现的，传达的信息为“此处属保护动物领域”；当这个形象再次出现，

却是与枫叶的造型‘起，组成了新的标志，它不再具有上述二者的含义，而是

指涉慈善行业，表示一种和平，援助，并与枫叶一起，表示地域，一般人们一

看到枫叶就很容易想到加拿大的形象，枫叶以成为加拿大的象征。在这里的鸽

子形象，正是咀它的象征符号的身份展示在人们面前了。标识设计师有意制造

枫叶的缺角，表示失业者，并把枫叶的缺角刻意演变成一个鸽子形，表示慈善

机构，『F向你伸出援助之手，精妙至极地表现了“加拿大一～慈善事务一一恢

复”的信息意念。此时，它含义的表达的准确有效无可挑剔，而这正是它由单

纯的图像符号经由标识创新设计师将其内在因果关系变为指示符号，再由长时

间多个人对其的感受联想赋予它更广泛的含义，飞跃为象征符号的过程的必然

结果。由此可见，在标识设计中，为了使思想感情的信息更有效准确的传达，

需要‘个符号不断深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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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标识主要功能延伸

标识主要功能是标识涵义延伸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前文已经提到，标

识设计是一种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设计，而这种对功能目的的针对性是标识设计

成功与否的核心。如果脱离了对功能的针

对性，就仅仅是徒有虚名的设计，是没有

传播功能的艺术品。社会公众对标识创新

设计所形成的印象源于各种不同的信息

传播，如在公共环境中的交通标识系统、

会展标识系统、乃至整个城市标识系统。

在这些公共环境的标识系统中，体现了标

识作用传达信息的最基本识别功能。首

先，人们从视觉上获得的信息量越多，经

过视觉器官所搜集的信息，在人类记忆库

中就越具有较高的回忆价值。因此，配合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以及各种传播媒介，

开发透过视觉符号的标识系统以传达公

共环境的功能理念，是提高标识创新设计

传达识别功能的最有效的方法。其次，公

共环境中的标识经过系统化、一体化和集 图3—7动物保护中心标识

中化的处理方法来传达信息，可造成差别 迈阿密(美)

化和较强的冲击力，容易在公众心目中形成深刻的印象。第三，社会公众能否

对于公共环境的认可，进而将公共环境的整体形象纳入到公众的价值体系内，

得到公众的认同，最终取决于标识在信息传递中注重情感的传达。公共标识的

信息传递过程，不仅仅凭独特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视觉符号去刺激公众的感

官，而且强调将具体可视的外观形象与内涵的抽象理念汇成一体，将附加的文

化价值，浓郁的情感传递给社会公众。这种标识识别系统越是接近人类的感性，

其所传送的环境价值、社会文化、设计风格就越能博得社会公众的信赖与赞誉，

而这『F是标识主要功能的具体体现和延伸。

3．2．3标识设计的图形符号

前文已经提到，标识设计的符号化是标识基本涵义的延伸，是标识创意和

没计的共同载体。标识设计符号化的范畴较为广泛，其中就包含着标识设计的

图形符号。在论述标识创新设计的图形符号时，我们首先要对图形有个大致的

认识。图形可以理解为除摄影以外的一切图和型。通常，具有良好创意的图形



表现是通过对标识的深刻思考和系统分析，充分发挥想象思维和创造力，将想

象、意念形象化、视觉化。由于人类特有的社会劳动和语言，使人的意识活动

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人的思维是一个由认识表象开始，再将表象记录到大

脑中形成概念，而后将这些来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的概念普遍化加以固定，从而

是外部世界乃至自身思维世界的各种对象和过程均在大脑中产生各自对应的映

像。这些印象以狭义语言为基础，又表现为可视图形，肢体动作，音乐等广义

语言。图形以其独特的现象力和表现力，在标识设计构成中展示着独特的视觉

魅力。图形是在平面和立体构成要素中形成标识表现力及提高视觉注意力的重

要素材。在标识设计中，具有美感的图形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激发人们

对于标识兴趣，并且给人的视觉印象要优于文字。图形作为标识设计的语言，

在公共环境标识设计过程中，就需要注意把这门语言说清楚。因此在处理中必

须抓住图形的主要特征，注意关键部位的细节，否则就会造成差之毫厘，失之

千里的失败效果。例如苹果、西红柿、桔子等在体量差不多，但在实际上却有

很大不同，这就需要在处理中注意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

标识设计中的图形符号本身就是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形象，是视觉

传播过程中较直接、教准确的传达媒体，它在沟通人们与文化、信息方面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符号学的运用直接影响着图形设

计的表形性思维的表诉。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图形设计的信息传达更加科

学准确，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提出：将符号定义

图3-8 1994美国世界杯比赛场地入口标识

为任何这样一种东

西，它根据既定的

社会习惯，可被看

作代表其他东西的

某种东西：一个记

号x代表并不在的

Y，成语“雁泥鸿爪”

生动准确地表述了

符号的概念，鸿雁

在泥沼与雪地上留

下的爪印，使人们

得知曾有鸿雁经过

这里的事实，并且

可由此推断出鸿雁

的大小多寡等信息。爪印，是记号x，而鸿雁是并不在的Y。符号学，正是研究

符号规律的科学。在公共环境领域，例如在赛车场地中，标识设计者将转弯处

的墙壁涂成黑黄相间条纹的图案，借以提醒车手集中注意力，警惕发生意外。



这是因为每当人们看到黑黄相间的条纹时，都会不自觉的产生畏惧感和警惕性，

这种感觉不仅仅来自于图案色彩本身具有的视觉特性，可能也与黑黄色条纹使

人们产生对虎或是蜜蜂等可能给人带来危险的动物的联想有关，人们对这样的

图形的畏惧与警惕是人们共同生活经验中对老虎或蜜蜂的畏惧与警惕的延续：

相同的绿色，却常会使人们产生心旷神怡的愉悦感，仿佛置身于茂密的丛林与

清新的空气之中，而生命在自然的环境下也得以健康的生长a因此，绿色，被

更多的运用于医药，环保等关于生命领域的设计课题中。

在标识创新设计中，设计者借

图形符号向公众传达自身的思维

过程与结论，达到指导或是劝说的

目的；换言之，公众也正是通过标

识设计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

印证，最终了解设计者所希望表达

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作为中间

媒体的图形符号，这时就充当着设

计者思想感情符号，而这个符号所

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观者准

确的、快速的、有效的接受与认知，

就成了设计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

这正是由标识设计者在设计的思

维过程中对图形符号的挑选、组

合、转换、再生把握的准确有效程

度所决定的。由此可以说，图形符

图3一g长墀大街临街标识

熊本市(日)

号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训在这里得

到了新的诠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在其著作《庄子外

篇》中就已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

着表征物与被表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

语言的任务是事物信息的被传达，语言的角色是传达信息的媒体。标识设计中

的图形符号正是利用～定的媒体即标识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这个

过程就是一个将思维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合、转

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标识设计师是用符号来思维的，图形符号

是思维的主体并用来传递信息。

3．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形成

本文在上一章节已经提到标识的来历，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图腾”，那



时每个氏族和部落都选用一种认为与自己有特别神秘关系的动物或自然物象作

为本氏族或部落的特殊标识(即称之为图腾)。然而在标识设计中，最原始的设

计中只是一些相对简单的符号或图形，并没有能够形成一种设计体系和设计理

念。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并没有能够出理公共环境意义上的标识设计。

实际上，真正引导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走上设计历史发展舞台的是现代

主义运动的萌起。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设备、机

械、工具不断发明出来并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公共环境标识作为标识设

计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也开始逐渐得到应用和推广。由于新技术对社会生活和

社会结构造成极大的冲击，结果工业产品和工业化建筑的设计问题却尚未得到

解决，现代的建筑和产品应该拥有怎样的设计特征，当时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找

到合适的答案。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欧美的“新艺术”运动显然都是逃

图3—10美国汽船时代节标识模型

辛辛那提市(美)

避的尝试，目的是在工业化的高

潮中以传统风格、自然风格作为

庇护所，因而没有可能成为现代

设计的借鉴。“装饰艺术”运动

虽然开始正视工业化，但其在服

务目的上的精英主义立场及权

贵化方向，却使它不可能成为为

公众服务的新设计思维模式。因

此，如何解决现代化的设计模

式，现代化设计的发展方向，乃

至现代化设计的风格特征等等

问题，在二十世纪的欧美已经日

益显得迫切。

其实，早在1851年英国的

国际博览会后不久，约翰·拉金

斯提出的设计为大众而不是为

权贵的理论才成为城市公共环

境标识创新设计的主导思想。但是，在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期间，因为过分

强调手工艺的生产方式，造成产品成本昂贵，完全脱离了为社会服务，为普通

民众提供优质设计的目标。这种设计与社会服务目标脱离的状况，与十九世纪

术二十世纪初欧美广泛传播的民主思想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这一背景成为新的思想和新探索产生的前提。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二十世纪

初在欧美同时开展的现代主义设计运动，设计才第一次成为为大众服务的，为

大工业化、批量化的服务的活动。而这正是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发展的背景。此

时的设计同时兼有两个新的发展内容：一是为社会总体服务，而不再是单独为

6



权贵阶层服务；另一个是设计是经由大批量机械化生产而转化成产品的，是与

大工业化密切相连的，而不再是依附于手工艺生产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特别是现代建筑设计，在欧洲基本上是从三

个国家的探索开始的。荷兰的探索比较集中于新的美学、新的形式上。1918年，

几位具有前卫思想的设计家和艺术家组成了一个集团，以出版《风格》(De

sti i{1)为中，亡，，开始从艺术、建筑、家具设计、平面设计等各个方面进行探

索，形成现代设计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即荷兰“风格派”，其主要精神领袖

是蒙得里安。这一派别的活动持续发展到1928年前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另外一

个中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苏联革命的成果，促使～批青年建筑家、艺

术家、设计家组织起来，在建筑、艺术、环境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等

各个方面进行探索，以期摸索出一种能够代表苏维埃新政权的设计模式，为无

产阶级而设计，为新生的政权而设计。在这一段时间内，该运动发展得声势浩

大，并取得令人侧目的成就。第三个中心便是德国的包豪斯学院。这所学院集

中了欧洲各国的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和思想，在格罗皮斯的领导之下，逐渐成为

世界现代设计运动的核心。三者之中，德国显然是最重要的，荷兰和俄国的现

代主义运动在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势微，不少人物也来到了德国，参与了包豪斯

的试验。当然，我们在研究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同时，不能忽略上世纪六

十年代出现的环境艺术，其主要内容包括场所雕塑和大地作品，即所谓的最低

限艺术。这种艺术强调对于室外空间和大自然的组织，如运用美术馆的空间本

身把它当成建筑雕塑组织结构中的一个要素，1964年在纽约格林美术馆的罗伯

特·莫罩斯展览，就是最低限艺术的率先实验。

之所以需要一定的篇幅介绍现代主义设计以及最低限艺术在设计史中的地

位和影响，主要是因为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也是从这两者中逐步分离出来并

独立成一支极为重要的设计力量。从分析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方式方

法上可以看出，包豪斯的影响无处不在，从构成、色彩、材料以及用途方面都

体现出这一点，而环境的概念也源自于最低限艺术所作出的努力。需要指出的

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由于新技术和新方式的应用，已经远

远超过现代主义设计和最低限艺术起初的对于公共环境设计的所表述的范畴。



第四章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具体方式

扬·盖尔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一书中指出，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目的

是如何善待城市居民以及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收集和利用有关公共生活的数据，

包括空间的质量与城市生活的特色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这一思维方式同样适合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以及其表现形式的目的，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

计方法和表现形式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公共环境，为

幽4-I b形自然公园标识

福冈县(日)

境创新特征的标识内在涵义。

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服务。在科学技术飞速

发展的今天，如何设计公共环境标识已经

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公共环境中，不

同的标识设计方法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视觉

传达功能和效果。例如公共场所标志、交

通标志、安全标志、操作标志等，对于这

些指导人们进行有秩序的正常活动、确保

生命财产安全，具有直观、快捷功效的公

共环境标识，设计时就应当注意具有简明、

准确和美观的特点。而对于其它各种公共

环境标识如国内外重大活动、会议、运动

会以及邮政运输、余融财贸、机关、团体

等表明自己特征的标识，这些公共标识从

各种角度发挥着沟通、交流宣传作用，推

动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进步，

保障各自的权益。因此，在进行这类标识

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进行整体系统的考

虑，而不是采取一种哗众取宠的方法来设

计，这样才能做到体现出具有城市公共环

4．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一般方式

随着现代高新科技的不断推陈出新，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方式也在日

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远远脱离了包豪斯时代对于标识设计方式的理解。在设计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过程中，首先要根据该标识所要表达的内容与特点，对标

识的形制、材料、表现手法、及设计风格与美感的体现做统一的安排，并且还

要考虑是否与地段或地理位置相吻合，是否与已有的环境信息相冲突。除此之

外，在设计城市公共环境标识时，还要考虑到对周围环境的公共设施不产生破



坏影响，或注意不能影响其功能。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式应当是恰倒好处

的，在设计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设计的方式，还需考虑到标识的所承载的文化、

内涵或其对于公共环境的功能是否得以体现。这是对标识设计高层次的要求，

就像点与线的关系一样，每个点的排列组成线，但是雷同的“点”最终会淹没

的在线中，所以点在能

够很好的组成线的过程

中，更要把自己要传达

的内容传达给受众。同

时，设计者在设计公共

环境标识时要意识到这

样一个问题，存在于公

共环境中的标识是属于

大众视觉传媒的一个构

成部分，它在主客观上

都属于公共艺术的范

畴，既然是公共艺术，

就有别于画廊、美术馆 图4-2北方花园镇标识路牌

的艺术收藏品，它的价 佐治砸州亚特兰大市(美)

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有

大众视觉的传达的契机，让艺术服务于民众，并充分发挥艺术的社会作用与目

的。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去设计公共环境艺术标识，其最终的目的是服务当代公

共的主体即市民大众。所有创新的标识设计方式都是基于公共艺术的传播方式，

是服务于大众审美需求的导向，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引导大众审美的需

求～种即是艺术的更是公共的方式。

4．1．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要素

在进行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时，设计师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围惑，莫过

于对标识设计要素或设计原则的掌握和运用了。一般来说，通常我们在设计标

识的创作过程中，首先要把握公荚环境标识设计的三大要素：

l、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速度。就是在现代生活节奏快速的情况下，标

识设计要一目了然，简练明确。

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准确性。也就是设计的作品反映内容的准确性，

标志设计必须反映公共环境的功能、性质和特点。

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信息量。就是设计需反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除了以上三大要素之外，还应当补充一条要素，即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



的形式美感。现在常见的标识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上文所提到的三个要

素，也都具有简练、准确和有一定的信息量，但是从形式上来说不够美观，当

然这与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师的个人素质有关。有些是外形设计不荚，有些

黑白不匀，总之是不符合设计的形式法则和造型规律，这样就使标识设计丧失

了艺术感染和视觉冲击，也无法表达公共环境标识所体现的功能和作用。因此，

在设计标识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标识设计得既实用又美观，既能够满足功能上的

需要，又能够体现现代艺术美感，这样创作出来的公共环境标识才能称得上是

比较完美的作品。要想达到上述目的，不仅需要设计师牢牢地掌握公共环境标

识设计的三大要素，还需要标识设计师具备以下三种创作思想：

l、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主张性。设计师必须将公共环境所追求的

目的主张明确化，再转化为易懂的图形，并以最合适的题材来作为创意的表

现，最后形成该公共环境所独有的价值与文化。

图4-3金融担保保险公司标识

纽约市(美)

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

国际性。这里的国际性指的是以本土

设计思想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西方

的观点来作为诉求，使得公众在接触

标识时逐渐形成良好的具有本土特色

的印象。简言之，即以本土文化为

“意”，用西方美学作“形”的构成

表现，来体现公共环境的国际化。

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

力动性。在新的环境下，设计师不仅

仅需要考虑从正派、诚信、踏实的公

共环境形象进行标识设计，更要转化

至从创新、挑战、积极的形象作为出

发点来考虑公共环境的现代精神。传

统单调且平淡无味的标识已经不能作

为现代公共环境的象征，取而代之的

将是力量与动感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标

识。

这三种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作思

想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

的关系，只有『F确认识它们的存在并客观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处理

好公共环境标识设汁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反之，如果缺乏了其中某一种创新

思维，则会产生互不相生的尴尬局面，从而影响整个标识系统的效果。要使得

这三种思维能够理想的体现在公共环境标识的设计过程中，就需要设计师的良



好设计理念、商家的经营理念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调与努力。因此可以

说，在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方式上，不仅仅是艺术的问题，是商业的问题，也是

公众的问题。

4．1．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方式及原则

前面谈到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要素以及创作思想，这些都是设计

师在创作过程中需要特别注重的。实际上，公共环境标识的设计多种设计方法，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例如在城市广场上设计的具有标志性的环境标识与城

图4—4飞利浦公司室内环境标识
埃困霍温市(荷)

市主要街道设计的交

通标志有迥然不同，

又与博物馆室内指示

标识风格各异，所以

需要标识设计师根据

前面提到的设计要素

和创作思想进行区别

化处理，这样才能设

计出符合实际需要的

公共环境标识。以下

就一般公共环境标识

的具体设计方式与读

者一起研究探讨：

1、表象方式：采

用与城市公共环境直

接关联而具典型特征

的形象。这种方式直接、明确、一目了然，易于迅速理解和、旧忆。如表现出版

、比以⋯内形象、表现铁路运输业以火车头的形象、表现银行业以钱币的形象为

标识图形等等。

2、象征方式：采用与公共环境有某种意义上联系的事物图形、文字、符号、

色彩等，以比喻、形容等方式象征标识对象的抽象内涵。如用交叉的镰刀斧头

象征工农联盟，用挺拔的幼苗象征少年儿童的茁壮成长等。象征性标志往往采

用已为社会约定俗成认同的关联物象作为有效代表物。如用鸽子象征和平，用

雄狮、雄鹰象征英勇，用日、月象征永恒，用松鹤象征长寿，用白色象征纯洁，

用绿色象征生命等等。这种手段蕴涵深遽，适应社会心理，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3、寓意方式：采用与城市公共环境相近似或具有寓意性的形象，以影射、

暗示、示意的方式表现标志的内容和特点。如用伞的形象暗示防潮湿，用玻璃



杯的形象暗示易破碎，用箭头形象示意方向等，这类标识一般在城市公共交通

运输系统应用较多。

4、模拟方式：用特性相近事物形象模仿或比拟所标志对象特征或含义的手

法。

5、视感方式：采用并无特殊含义的简洁而形态独特的抽象图形、文字或符

号，给人一种强烈的现代感、视觉冲击感或舒适感，引起人们注意并难以忘怀。

这种手法不靠图形含义而主要靠图形、构成或符号的视感力量来表现公共标识，

往往在特殊的城市公共环境如纪念性广场、博物馆等较为多用。

以上论述的是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一般方式，在标识设计过程中，这

些方式并不是单一使用的，通常需要对标识所处的公共环境进行细致的分析和

研究，结合上述设计方式并组合运用，才能设计出较为符合实际具有创新性的

标识。另外，在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过程中，还要考虑以下原则：

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识别性。这一原则是标识设计的最基本原则。

标识设计须有独特的个性，容易使公众认识及记忆，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如

果设计师的标识作品看去似曾相识，没有特征且面目模糊，则不会引起公众注

意，标识的功能性就得不到体现。

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原创性。设计贵乎具有原创的意念与造形，公

共环境标识设计办如是。原创的标识必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持久的记忆，也能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原创可以是无中生有，也可以在传统与日常生活中加入设

计创意，推陈出新。

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时代性。标识设计不可与时代脱节，使人有陈

旧落后的感觉。现代公共环境标识，尤其注入时代品味，继往开来，启导潮流，

具有现代感；否则就会落入俗套，也体现不出现代社会的优越感。

／i、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地域性。不同的公共环境具有不同的地域性，

它可能反映出该场所的历史背景，环境背后的文化根源，与城市或区域的相互

关系等。因此标识设计需要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来体现出公共环境的独特性，

千篇一律的标识显然达不到理想的设计要求。

5、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适用性。标识设计须适用于公共环境所采用的

视觉传递媒体。每种媒体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或者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因此标

识的应用须适应各媒体的条件。无论形状、大小、色彩和肌理，都要考虑周详，

从而设计出的作品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4．2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方式特征

本章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具体方式，然而不管用何种方

式去设计标识，设计者都需要把握其最基本的特征，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设计出较为完美的环境标识。

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功用性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本质在于它的功用性。经过艺术设计处理的标识虽然

具有观赏价值，但标识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供人观赏，而是为了实用。因为

标识是公共环境中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必不可少的直观工具。前文提

到过公共环境标识包括很多种，有为公众所公共用的，如公共场所标志、交通

标志、安全标志、操作标志等；有为国家、地区、城市、民族、家族专用的旗

徽等标志；有为社会团体、企

业、仁义、活动专用的，如会

徽、会标、厂标、社标等都各

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识别性

标i=}{最突出的特点是各具

独特面貌，易于识别。显示事物

自身特征，标示事物间不同的

意义、区别与归属是标识的主

要功能，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也

是如此。各种标识直接关系到

国家、集团乃至个人的根本利

益，决不能相互雷同、混淆，

以免造成错觉。因此标识必须

特征鲜明，令人～眼即可识别，

并过目不忘。

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显著性

图4-5绿色庭院统一标识

东京市(日)

显著是标识又一重要特点，除隐形标志外，绝大多数标志的设置就是要B

起人们注意。因此色彩强烈醒目、图形简练清晰，是标识通常具有的特征。

4、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多样性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种类繁多、用途广泛，无论从其应用型式、构成形式、



表现手段来看，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多样性。 其应用形式，不仅有平面的(几

乎可利用任何物质的平面)，还有立体的(如浮雕、园雕、任意形立体物或利用

包装、容器等的特殊式样做标识等)。其构成形式，有直接利用物象的，有以文

字符号构成的，有以具象、意象或抽象图形构成的，有以色彩构成的。多数公

共环境标识是由几种基本形式组合构成的，就表现手段来看，其丰富性和多样

性几乎难以概述，而且随着科技、文化、艺术的发展，总在不断创新。

5、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艺术性

凡经过设计的公共环境标志都应当具有某种程度的艺术性。既符合实用要

求，又符合美学原则，给予人以美感，是对其艺术性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

艺术性强的标谚{更能吸引和感染人，给人以强烈和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

标识的高度艺术化也是时代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人们越来越高的文化素养的

体现和审美心理的需要。

6、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准确性

标识无论要说明什么、指示什么，无论是寓意还是象征，其含义必须准确。

首先要易懂，符合人们认识心理和认识能力。 其次要准确，避免意料之外的

多解或误解，尤应注意禁忌。让人在极短时间内一目了然、准确领会无误，这

正是标识优于语言、快于语言的长处。

7、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持久性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与广告或其它宣传品不同，一般都具有长期使用价值，

不轻易改动。因此在设计标识时，就需要注意其对时间的要求，力求做到事半

功倍，体现标识的持久性。

4．3传统元素在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方式中的应用

以上论述的是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几种常用方式，实际上，由于受到

国外各种新思潮的涌入和渗透，尤其是t8包豪斯时代以来，使我们的作品越来

越远离民族个性和丧失自身的话语权。因此，如何在现代公共环境标识设计过

程中利用和发扬传统造型艺术，使其在标识设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在”

国际设计风格“潮流之后，开创多元化的设计潮流，是新一代创新设计师们所面

临的课题。纵观现代设计史，许多著名的有创新的公共环境标识无不在简洁、

明了的形式美中蕴含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在现代城市公共环境



标识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承袭了中国传统美术观。它有别于西方强调形象

性、生动性的审美趣味，多不重“写实”重“传神”，在意境上追求“大巧著

拙”的浪漫飘逸境界。它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它是绘形的，又是入神的；

它是确定的，又是未定的。作品的意趣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的审美效果。近年

来，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合于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之中，备受设计师们青

睐。申奥标志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以及与中

国传统文化精髓一一太极拳结合，使得标识如行云流水般生动和谐。作品在体

现现代设计观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本民族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历史文化特征，

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理念与现代标识设计紧密结合的艺术魅力。一般来说，城

酬4-6扑克牌酒巴入口标识
东京市(日)

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的传统

元素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汉字在现代公共环境标识创

新设计中的应用；古老的汉字跨

越数千年时空，至今仍充盈着旺

盛生命力和独具～格的艺术魅

力。汉字是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经

过漫长演变而成的方块字。通过

象形、会意等六种构成手段来传

达特定的表意性。加之“图形

化” “符号化”的表现特质，

可以说是公共环境标识的最原

始形式。同时，甲骨文、篆、隶、

楷等各书体不同的表征也为现

代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提供了丰

富的视觉元素。2010年世博会

会徽，就是以汉字“世”为基础

设计的，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

的图形，象征着“你、我、他”

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

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崇尚和谐、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这一汉

字书法的“世”字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一一篆刻的“京”字可说是异曲

同工，交相辉映。第二、篆刻逐渐成为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元素；篆刻

是中国所独有的一个艺术门类。其朱文、封泥等不同的外在形式和历代印学家

丰富多变的风格，使得篆刻艺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万千气象。印是一种权力，

也是一份职责，既是郑重的约定，又是对诚信的承诺。传统图形与现代城市公

共环境标识设计从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的《人面彩陶鱼纹盆》到汉代栩栩如生



的画像石《荆轲刺秦王》，从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样到造型简约的秦汉瓦当，这些

图形，形态各异，古趣拙朴。是中华民族在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形象诠释，

同时也如实反映出了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审美旨趣。许多为世界认同又具有鲜明

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作品，都从传统图形中获得了灵感。第三、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对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影响；早在穴居和渔猎为生的远古时代，

我们的先民就“仰则观以天文，俯则察以地理”，“远观诸物，近取诸身”，

对宇宙和生命意识进行了溟溟的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等各流派都

纷纷阐释他们对世界、人生、伦理道法的见解，经时代的淘洗和积淀形成了中

幽哲学思想的基石。最具代表性的“太极图”，其形式和理念就常常为设计

师们所借鉴，如深圳主体公园“水上乐园”的标志就是以“太极图”为基础设

计的，并在“太极图”框架里加入了上下翻卷、生生不息的水纹造型，体现出

“水上乐园”中主题“水”的形态千变万化的特点。它在强调动感、和谐的形

式美的同时，蕴涵着变化统一、收放自如的哲学理念，传递着道家学说的“动

静观”和“时空观”。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在标识创新设计中的应用，往

往是多元并存的。如中国银行、2008奥运会、中国邮政等标志都是书法与篆刻，

具象与意象，形式与理念的有机结合。这种多元互补的设计构想不但增强了文

化厚重感，而且有助于设计理念的延伸和视觉感染力的增强。

总的来说，标识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

一定的涌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

识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应

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

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

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

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

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

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

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贡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

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

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

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

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

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

析与沿用：

4．3．1“形”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

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

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

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

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

“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

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

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

车形文字等。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这

样设计出来的标识，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

再运用到现代的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中，首都精神文明的标识一个很好范例。首

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

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

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项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

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

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4．3．2“意”的沿用与延伸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个图形，不仅仅

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传统图形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

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

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延伸出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

贵康乐”等许多美好象征意义来。如，中国传统图形一一“盘长”，在民间它常

结合“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

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

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

、【k无以穷尽，同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

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

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

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

的传统图形“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

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识创新设计



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4．3．3“势”的把握与承传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

达整个图形的精神。在传统图形“势”这一点上，特别要提到的还是中国的国

粹一一书法。书法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匠心结体而成，经过

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

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

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

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

笔“势”。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

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

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

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

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Long ISland AquariHill是一个现代的水

族用品公司，该公司的司标是由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其设计。因为是水族公

司，所以标志的基本形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

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的首写字母“L”。“L”是运用中国书法中

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

水中的鱼。这样一种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

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

传书”这‘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

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

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标识是其所处在的城市公共环境形象的象征符号，浓缩着城市公共环境的

特征、信誉和文化。优秀的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不仅仅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

而且由于在公众心目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本身也具有了非凡的意义。许多

有见地的思想家和设计大师曾这样说，新一轮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将在东方。

5000年的文化底蕴，使”中国”这个大的公共环境标识有着永恒、智慧、神秘、

工艺精湛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这一系列富有诱惑力的价值，在“现代”的

中国发展中却有渐渐磨灭的危险，因而足以警醒大谈国际化的我们，重新审视

自己的文化血脉。如何以现代审美的全新视点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就需要在

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公共环

境标识设计中得到更新和拓展。更可以借助创新标识本身所特有的持久性和广



泛影响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动。



第五章 现代城市公共环境与标识创新设计

有人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菲利浦·约翰逊：您的建筑创作从

哪里丌始呢?约翰逊答：从脚底板开始。大师的回答确实体现出这一问题的本

质，他是从脚下开始，体验未来要完成的空间环境的主人角色的。实际上，现

代城市环境设计最早要追迦刚到日本，它不同于本世纪初现代派艺术家在湖中

筑起螺旋形防波提，或在峡谷中挂起幕布之类的环境艺术。它是工业化的发展

剀5-1斗篷广场店铺标识

亚拉巴马卅I伯明翰市(美)

引起一系的环境问

题，人类的环境保护

意识加强以后，才逐

渐产生的设计概念。

而现代公共环境标识

设同样在日本获得最

初的设计，在1960

年日本东京举行的世

界设计会议上，会议

执委会中的“环境设

计部”集中了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室内

设计、园林设计等各

个领域的专家，当时

讨论的议题就有“科学技术的发达引起了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环

境受到种种威胁，从高速公路那种超人性的装置到个人的小庭园，作为生活环

境都必须确定一贯的视觉。”可见，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已经对现代公共环

境有了初步的视觉设计概念，这其中就包括对公共环境标识进行设计。

5．1商业及娱乐空间标识设计

商业及娱乐空间标识设计的应用最为广泛，在现代科技的最新发明下，从

标识设计的形式、材料、色彩、光感等等一系列要素方面，体现出现代商业和

娱乐场所特定的经营内容。在进行具体的商业及娱乐空间标识设计的过程中，

设计者都应当仔细分析标识所要表现的空间场所的特征，避免与以往的标识形

象雷同。由于这类标识设计关系到城市环境的塑造和更新，也关系到这些空间

所属的企业的形象、管理、经营活动、宣传活动的开展，所以需要在设计标识

时需要具体形象地传达出商家或企业的性质、个性、风格、产品特征或服务特

性。尽管面对的大众消费者有所不同，标识设计的形象也是千差万别，但其最

30



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吸引更多的大众，服务于大众，当然还

包括潜在的消费市场。不仅如此，在涉及到商业及娱乐空间的标识设计中，除

了注重标识设计的新颖独特、富有个性之外，还要重视其整体环境意识的表现，

这其中就包含：

1、商店或娱乐场所标识设计与自身内部装修以及外立面设计的关系，要求

风格统一，手法协调，包括与商品陈列也要有一致的关系；

2、此类标识设计与商店自身所处的建筑之间的关系，需要充分考虑到上下

商业及娱乐空间的相互呼应和搭配，力求做到形式上的完美：

3、通过标识的创新设计，与地面拼贴、装饰雕塑、展示牌等形式一起烘托

商业及娱乐空间场所门前的环境气氛；

4、商业或娱乐场所的标识设计要与整个商业区街的规划相一致。

综上所述，在商业及娱乐场所标识设计的过程中，要对标识设计本身以及

标识所处的环境有较为理性的认识，充分做好第一手调查资料的准备，根据不

同的商业或娱乐场所经营的具体内容，设计出较为统一的现代商业及娱乐场所

空间标识，与整个城市规划相一致。

5．2社会公共机构标识设计

社会公共机构主要包括前文论述的为公众服务的或政府所属的相关机构，

主要包括各类科研机构、福利院、医疗机构、基金会组织等等。在进行这类机

构的标识设计时，功能性和实用性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一般来说，社会公共机

构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其标识设计不同于商业或娱乐场所的设计，也不同于一

般公共场所的标识设计，它是根据公共机构所服务的对象，有针对性的进行创

新设计。并且在色彩及造型上避免与后者相类似，难过区分出自身的特征。在

社会公共机构环境中，对于标识设计来说非常注重整体形象，通过各种比例关

系、大小形状、色彩的应用以及文肪符号内涵的发挥来传递自身的重要信息和

功能。一般来说，在社会公共机构标识创新设计中，设计者除了需要设计出一

套视觉标识系统，用以满足其基本的功能需要之外，其设计出的标识还要满足

以下特征：

l、简明易认，便于记忆

成功的公共机构标识创新设计一般都具有良好的识别性与记忆度。不论是

图形的还是文字的，不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均应一目了解，形象鲜明、造

型简洁、便于记忆，以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意念内涵，简单明了，过目

不忘。



2、内涵明确，个性突出

一般来说，此类机构的标识在图形含义和色彩的象征上，均是明确地表达

了公共机构内涵和功能特色，使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该机构所处的类别和功能。

3、新颖独特，引人注目

设计成功的社会公共机构标识需要独特的创意与造型，别具匠心、富于情

趣，有鲜明的形式美和时代感，给人以独特的联想和美的享受。

4、永久性强，适应性好

社会公共机构标识的设计与

～般公共环境的标识一样，具有

时间上的永久性和使用上的广泛

性，特别是经过设计师高度概括

提炼后的标识，适应性强，可以

放大或缩小地用于不同的传播媒

体，均能保持理想的传达效果。

社会公共机构标识创新设计

是--tO“浓缩”，它不仅是设计本

身在直观表现上的浓缩，而且也

是设计理念与构思的创意浓缩：

完美的城市公共标识应该最能表

现该机构的内容和服务对象，体

现该机构的整体特征，达到传播

信息的准确性，并且与公众之间

图5—2伍德会议中心标识

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市(美)

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因此，社会公共机构标识应该是高度艺术化、知识化的

产物，是设计者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创造性地运用恰当的视觉语言形式，使标

识具有简洁完美的形态和最佳的视觉效果，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是设计者

所力求达到的最高境界。这种创作方式，既有理性的逻辑思维，又具有感性的

视觉效果，其设计的形式法并非是单一的，它是一种结合性的构成方式。正是

因为这些多变的形式，标识才显得富于变化，形象生动。只有灵活运用这些法

则才能设计出高水准的公共机构标识，才能树立这些社会公共机构的良好形象。

5．3交通标识设计



图5-3方向标识牌

标识设计中，通常都需要考虑标识的颜色、

5．3．I交通标识设计中的颜色

交通标识，顾名思义，就是使得

车辆及行人得己安全行驶或行走的

指南，是极为重要的交通信息源。

因此在设计交通标识的过程中，首

先要考虑到标识的可视性，保证在

不发生特殊情况下，能够被驾驶员

或路人迅速的认读，以保证交通安

全，这才是交通标识设计的宗旨。

交通标识有很多种类，例如公路标

识、铁路标识、航道标识、机场标

识等，也包括室内交通标识。尽管

在种类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的

功能和视认性都是一样的。在交通

形状以及内容：

在交通标识的创新设计过程中，用不同的颜色代表

不同的意义，颜色对于交通标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不

仅可以使道路使用者迅速地发现交通标识，而且由于不

同颜色给人的心理效应可使道路使用者迅速理解交通

标识的含义。一般来说，确定交通标识的颜色主要有两

方面的依据：一是颜色的视认性。根据试验研究的结论，

从远处能看清楚的颜色顺序依次是红、绿、黄、白；容

易看清楚的对比色顺序依次是黑／黄、绿／白、红／白、

蓝／白、黑／白。因此，在道路交通标识设计中多用红、

黄、绿、蓝、白、黑等颜色，而不用中间色，以增加视

觉的清晰度，由于这一特性也使得交通标识设计中的颜

色应用不同于其它类型标识的颜色可以随意搭配使用。

二是颜色给人的心理感觉和联想要符合标识所要表达

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交通标识设计中，红色能使人联

想到血与火的危险信息，使人产生很强的兴奋感和刺激

感，从而把它用作表示禁止含义的标识是比较合适的，

这与国际安全色、安全标识以及我国国家标准规定相一

致。黄色的明度比红色还高，它与黑色组成的条纹是醒 图5—4交通标识

同性最色的色彩，特别是在自然照明较差的条件下，其



醒目性更能充分显示出来。黄色以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产生危险感，有警戒、

警告之意，它与黑色一并在三角牌面上使用时，表示注意危险的信息。设计师

在进行交通标识设计时，对于不同的颜色要有准确的认知，这样才能设计出符

合要求的标识。通常蓝色在太阳光下，色彩较鲜明，在日出前的晨光和日落后

的晚霞照射下更为突出，在其它光亮情况下，视认性不太好，但它与白色配合

使用则具有较高的视认性，能使人产生沉静、安宁的感觉，因此常被用来表示

指示信息的标识颜色。绿色的醒目性虽然不如以上几种颜色，且因和路旁树木

颜色相同而不容易被发现，但它与白色配合使用效果尚佳。同时，它能使人产

tk舒适、和平、安全的感觉，所以把它用作指示安全信息的标识较为适宜。

5．3．2交通标识设计中的形状

前面提到在交通标识创新设计中要考虑颜色的选择，实际上，不仅仅在颜

色选择上与其它种类的标识不同，交通标识在设计的形状上也不同于其它标识。

国内外对交通标识形状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面积相同而形状不同的标志，就

图5-5人阪市交通标识
大阪市(目)

其可辨认性来说是不相同的。在同等面

积条件下，不同形状的交通标识牌容易

辨认的顺序依次是：正三角形、正方形、

长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圆形、

正八边形、锐角三角形。尽管这些形状

所容纳的图像信息有限，但它们相对于

其它形状来说最为醒目和最易辨认，不

论在何种光线条件下，都比其它形状引

人注目。因此，通常在设计交通标识时，

最重要的交通标识即表示危险的警告

标识一般都采用了三角形。这既符合我

国的标准规定，也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

的同类标识形状相一致辞。圆形虽然有

视认性欠佳的缺点，但在同样面积条件

下，圆形标识牌上的图像、文字在设计

时可以相对等比例放大，看起来也就更

清楚。不仅如此，圆形和周围其它带角

的图形，如街道上纵横交错的线形物体

也容易区别，使人能迅速做出判断，所

以表示禁止、强制、允许意义的交通标识用圆形。方形不仅具有较好的视认性，

而且可利用的面积也较大，有足以写文字说明，绘画箭头和图形符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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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以安稳感，所以通常表示提示信息的标识用方形。

5．3．3交通标识设计中的内容

前文提到交通标识设计的形状，要求设计师对于图形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不过交通标识的形状只表示了标识的性质和类别，而交通标识的具体内容则是

要通过图形、符号、文字和数字来表示的，所以交通标识的字符必须要能明确、

迅速地向人们传达信息，表示含义。为此，在设计交通标识的图形、符号和文

字时，就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尽量采用符号。在交通标识设计中，几乎每个国家都采用了符号和

文字，研究证明，在困难的视觉条件下，符号信息比文字信息的辨认速度和确

认距离等方面要好得多。所以，在设计交通标识时，应尽量采用符号信息。

第二，图形要形象直观。研究证明，形象直观能突出标识意义的主要特征

而又甩开具体细节的图形和符号，其视认效果最好。

图5-6 日本兵库县尼崎福利中心壁画标识

兵库县(日)

第三，要注意

图形的最小细节

尺寸不能过小。按

国际标准组织的

“公众信息视觉

设计原则”中的建

议，图形中人眼所

要分辨的最小组

成部分的尺寸，按

视角计算为0．37

分。当然，随着车

速的提高，此值也

应相应增加。

第四，要注意

提高汉字和数字

的视认性。在交通标识设计中，多数国家使用本国文字和数字表达交通信息。

凶此，应该注意字体的明确性和易认性。汉字和数字的易认性是由字体、大小、

笔划粗细、字问距、行距等因素决定的。如我国新的交通标识中，把阿拉伯数

字采用粗等线体后，误读率大为降低。

5．4教育与文化机构标识设计



教育与文化机构标识一般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导向，m--是说明。标识图示

的设计应使不同年龄、不同国籍、不同教育背景的观众都能一目了然，并感到

赏心悦目。说明性标识通常要求设计者能够迅速成为某一晦涩难懂的行业的专

家，另外还要求他们掌握一定的教育技巧，例如集思广益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他们创作的标识才能天衣无缝地把图形、展品、背景以及舞台设计技巧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要 想

达到上述理想的设计 水

平，并不是一朝一夕所 能

完成的，需要设计者进 行

大量细致入微的实践 工

作，将智慧与努力的精 神

相结合，设计出较为出 色

的教育与文化机构标

识。教育与文化机构标 识

设计除了具有一般标 识

设计艺术特征之外，还 具

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美：

1．符号美

教育与文化机构 标

志创新设计是一种独 具

符号艺术特征的图形 设

计艺术。它把来源于公 图}7暑暑孑搿园标识 众

所认同的事物形态、符 号

(包括文字)、色彩等，经过严谨的艺术提炼和加工，使之结构成具有完整艺术

性的图形符号，从而区别于交通标识或其它标识设计。教育与文化机构在某种

程度上带有文字符号式的简约性、聚集性和抽象性，甚至有时直接利用现成的

文字符号，但却完全不同于文字符号。它是以图形形式体现的(现成的文字符

号须经图形化改造)，更具鲜明形象性、艺术性和共识性的符号。符号美是教育

及文化机构标识设计中最重要的艺术美。

2．特征美

特征美也是教育与文化机构标识所独特的创新艺术特征。在这类机构中，

标识所体现的不是个别事物的个别特征，而是整个教育文化机构所体现的整体

本质特征，或者说是类别特征。通过对这些文化机构特征的艺术强化与夸张，

获得共识的艺术效果。这与其它标识设计追求个性化或色彩是迥然不同的。但

教育文化机构标识设计对于其本身的功能性及视觉传达表现又不是千篇一律和

概念化的。同一共性特征在不同的机构标识设计中可以而且必须各具不同的个



性形态美，从而各具独特艺术魅力。

3．凝练美

构图紧凑、图形简练，是标设计所必须遵循的结构美原则，这一原则同样

适合于教育及文化机构标识设计。由于此类标识不仅单独使用，而且经常用于

各种文件、宣传品、映像等视觉传播物之中，因此，在设计教育及文化机构的

标识过过程中，需要具有凝练美。这一特征不仅在任何视觉传播物中都能显现

出自身独立的完整的符号美，而且还对视觉传播物产生强烈的装饰美感。凝练

不是简单，凝练的结构美只有经过精到的艺术提练和概括才能获得。

4．单纯美

图5-8丹佛布伦柯斯体育场系列标识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美)

教育与文化机构

标识设计语言必须单

纯而又单纯，力戒冗

杂。一切可有可无、

可用可不用的图形、

符号、文字、色彩坚

决不用；一切非本质

特征的细节坚决剔

除；能用一种设计手

段表现的就不用两

种；能用一点一线一

色表现的决不多加一

点一线一色。高度单

纯而有又具有高度美感，『F是这类机构标识设计难度之所在。

5．5综合设施场所标识设计

综合设施场所包括大型的体育馆、健身场所、公园、地下通道、城市绿化

广场、非商业街区、临时场所等等具有多种功能用途的场所。这些场所主要是

用来为密集型人群提供服务，不同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不同的群体

活动，如大型体育馆主要是为了提供给广大市民现场观看不同比赛的场所，比

如足球比赛，排球比赛等，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场所观看

比赛。在进行这类综合设施场所标识设计时，设计者除了要解决其他标识设计

所遇到的问题之外，有一点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标识的规模。具有一定规模的标

识图示可以使最大的医院或者体育场显得渺小，承担这些项目的设计师必须用

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市区标识图示的创新设计。标识图示的规模、欣赏的距离、

观看的人数这些因素使得这些综合设施场所标识项目尤其具有挑战性。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同样有难度的是临时性标识与环境艺术图示的设计与制作，因为

这些图示虽然是l临时性的，却也需要产生同永久性图示一样的效果。

在综合设施场所标识设计过程中，标识物的分组或分类是依据目的地而定

的，因此同属某区域、邻里、建筑、街道或公园的标识物，多半以相同的个性

或风格来表现。想像一下，巴黎大都会地铁系统(The Pari S Mefro subway system)

要是没有美丽的艺术拱门作为入口的标识物，那么其效果可能就要大打折扣；

同样，即便像大型超市这类很具“中立色彩”的室内空间，也开始大胆采用色

彩缤纷的廊道和货架设计，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一般来说，综合设施场所除

了具备其专业的功能以外，也有很多信息必须告知公众，譬如各种规定、开放

H,J间、使用设施的限定人数等等。只有机场或医院的标识物数量可以和这些场

所相抗衡。不过在设计综合设计场所标识时，由于这类资讯大多带有否定的成

分，要求公众节制自己的行为，因此如果能将这些标识设计成为有统一风格且

具有系统性，则可以使公众更好的认知和理解这些综合设施场所提供的服务，

从而达到整合效果、降低杂乱感。总之，在设计综合设施场所标识过程中，将

效率与融合建筑物为目标的标识系统和路牌规划，成就精致的空间美学，是设

计者最为基本的工作。



第六章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引发的现代创新设计观

随着城市人口的密集，使人们享受舒适生活的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在许多

城市己被淘汰。因为这种原则追求太多的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在城市的发展

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侵犯和破坏自然。在很多城市，自然文化已消失，人

工仿造越来越多，使城市的中心文化付尚了太商的代价和牺牲，城市的文化

平缅己被打乱，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想要居住的地方，国家的权力不能限制

这种自由或强迫人们居住在某些地区。当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时，所有的

国家和城市必须意识到如果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不能给人们提供有创

意而商品质的文化内涵时，将无法吸引人们并给他们提供满意的生活。而要想

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需要一种理念，就公共环境标识设计领域而言，需要一

种观念去指引设计师H勺作品和公众的审美观，从而提高整个现代设计水平。

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在形成这样的一种设计观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际交往的同趋频繁，公共

标识作为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不仅能够架构

空涮秩序，传递信息，带来便利，还能有效地改变一个城市的形象识别。因此，

大胆、新鲜而又有效的设计，使城市街景、公园、节日和其他公共环境焕然一

新。同时，公共标识也成了城市公共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而且还能衡

量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品位。按照城市理论学家林奇(Lynch)的划分比，标

识是一种非物质卒间，它可以帮助人们在空间定位和定向。心理学家博罗善斯

克(P r{]shansky)说：“只有整体环境。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与其他要

素具有一定的联系⋯⋯除了从人体本身出发考虑他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并

不存在人与环境的区别。”公共标识首先要服务于公众，而不是创造艺术作品，

标识项目总是应与其环境设施相结合起来考虑，并将其融入城市的整个构想当

中。在进行公芡环境标识设计之前，首先应该了解公共环境设训的前提因素，

设计4会有依据。作为公共环境当中的一部分，公共标识设计应该与城市之间

有着某种相同的文化内涵，怎样将设计很好地融合在城市的大虾境中，实际上

也是一个整合创新的过程。标识的生成，又与环境和人有着密小可分的关系，

一个成功的设计，包括整个公共标识的创新设计，都不能只限于一个单体的完

成，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设计概念，应该考虑到的因素也决非一个设计师能

够独立完成。从设计理念到实际实施，设计师要加强和公共环境的管理者、使

用者之涮建立沟通、对话、交流，组成设计集体，才能使设计成为一个具有整

体概念的优秀设计，没有一个集体的创作组织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设计的。总

之，设计师除了加强学习，提高公共标识设计的自觉意识，提高自身的艺术修

养外．还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利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运用形态学

(、lorllpology)和系统分析(Systematj c Ana__ysf s)的方法，综合借鉴现代城

(Morhpoiogy)和系统分析(Systematic Anal ysi s)的方法，综合借鉴现代城



市设计及其诸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站在现代创新设计的前沿。

6．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观的形成

任何一种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培养它的土壤，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

计观的形成同样也是如此。这种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通过国内外

几代设计师不懈的努力实践才得到初步的形成。前文提到过建筑大师菲利

浦·约翰逊曾况过其创作是从脚底板开始的，没有这种努力创新的精神，任何

一，。种观念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实用价值，也无法指导现代标识设计师的设计工

作。未来的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将怎样发展变化?其目的将是什么?未来此

类设计评价的标准将如何变化?在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领域塑造了一个

“人为世界”，而“人为世界”正从许多方面畸形的塑造人类自身的今天，因此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精心设计的高度发展的设计“文明”，在人类陶

醉其辉煌的同叫，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大量的垃圾和负荷，严重破坏了生态平

衡。而破坏的进一步恶化已不可避免，这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公认。唯一我们

能做的，只是希望将这些破坏的进一步恶化，能在我们清醒的意识下发生和减

缓。而不使这些破坏的进一步恶化变成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这将使人类逃离

绝境，使人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更加敏感，更加人性，更加道德。

因此，我们呼唤一种全新的创新设计理念来指导人类的设计行为。现代公

共环境标识设计需要在既有的设计观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从而避免和减缓

这些悲剧的发生。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重点体现在功能和实用上，以及追求美

学意义上的现代感。同时，最大限度的节省资源，为减缓环境恶化的速度，降

低消耗而努力，满足人类生活需求而不是欲望，提高人类精神生活质量。为此

我们有必要建立和倡导合理的的设计学观念，形成新的设计评判标准和伦理规

范。当然，新的观念不能只停留在理念上，不能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一种时

髦的论调。而应赋予实践，落实到设计方式的改变上。只有这样，新观念才有

意义。

6．2树立正确的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观

前面提到现代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观的形成来自于对传统设计观的继承

和对于新的思想的吸收，来自于设计者坚持不懈的设计实践过程。然而，在公

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观的形成过程之中，由于对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观念的差异

难以区分，导致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设计在功能上和人性上存在着一定缺陷，

并造成了城市形蒙特征的弱化、宜人尺度的丧失、人类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等

城市公共环境现实性问题。



因此，作为一名标识设计者，必须对正确的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

汁观念进行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城市公共环境设计日益重视的今天，无论是

政府官员还是设计者都开始关注在城市公共环境设计中如何保持和再塑城市形

象特征和营造“人性化”环境场所的设计实践。为了不让有社会历史价值、情

感价值、文化价值、景观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公共环境从城市空间中消失，

为了巧i让我们生存的城市环境沦为毫无特色的非人性空间场所，我们需要要对

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涵义及其延伸有着清醒而正确的认识。寻找失落的情趣空

间环境，寻找失落的城市场所文脉，寻找一种既能继承和延续城市历史人文精

神，又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城市环境更新的方法是大势所趋。

6．2．1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道德观

我们要想完成出色的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项目，必须要有一个正确

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有

别于传统的观念。传统的

观念把城市公共环境标

识设计看成只是为了创

造瞬间的吸引力，并采用

一切手段迎合它的公众。

因为，从传统的观念来

看，所有的一切都会过

去，标识设计没有永恒的

色彩。在这个保护伞下，

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地

追求新奇，使得对表象美

感的追求高于了内在美

感的追求。回顾公共环境

标识设计的历史，我们不

难看出，刻意为新而新，

为异而异的设计很少有

图6-1盲人指路标识
大阪市(日)

好的新设计。相反，不求新不求异，只求做的更好的设计，往往都是好的新设

计。因此，正确的道德观是设计作品成功的前提，是现代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

计所遵循的美学规律。不过，许多人依然相信，未来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不会有

本质的变化，设计的中心依然是用短期行为的设计迎合人类的各种欲望，无需

关心后果。他们f认为设计造成的危害是微乎其微，明天的科技完全能够解决现

代文明造成的一切的破坏。然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道德



观从不以高贵或阳春白雪自居，从不应有偏见。而应该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

勇于批判的，高瞻远瞩的态度。设计者设计出的标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设

计观应来源于客观事实。来源于对人类乃至世界宏观的领悟。而不能只停留在

某些幻想中，偏见中，盲目地满足人类短期欲望。如果设计师能够做到上述要

求，对于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发展和创新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要改

变人类长期形成的设计或造物的伦理道德观念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如果能从

人类思维方式上加以改善就是非常可喜的成就了。设计正是处在思维的最前沿，

因此，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未来取决于创新的设计思维方式，取决于设计

者正确的伦理道德观。

6．2．2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人性化

功能决定设计，而人性化则是功能的最重要表现。真正诚实而优秀的公共

环境标识设计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全球意识，降低物性技术的控制力，增强人

性化的理念之上的。从设计师到公众逐步推广，通过诚实的，优秀的设计作品

构筑人类长期的，高质量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及公共环境。德国设计委员会

主席Di etelf Rams明确提出，德国设计委员会的宗旨是：本着全人类的原则，

努力影响政界、商界接纳“设计对环境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人类今天漫

不经心的设计，将是人类明天极具破坏性的灾难。因而，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必

须要综合考虑全球性的媒体需求，人类的高质量生活的真正需求，从而达到最

大限度地体现标识设计人性化目的。 在未来的竞争中，重点～定是在提倡发

展新技术、新科学方面，同时也在发展普及、保护和延用生态环境的理论方面。

而标识设计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大有作为，因此标识设计必须要有一个体现人性

化的共同的设计规范和设计政策，这是未来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不可缺少的重要

组成部分。未来的地球村，交流更多，互动更多，更具宏观统一|生。在未来，
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着“质”的增长，已不再是“量”的增长，设计的质量将是

体现公共环境标识总体质量的关键。在未来，设计作品求新，求变化是必然的，

但它不应来源于市场，而应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新的设计功能的人性化，来源

于为体现人性化设计而提出的哲学思想。人性化设计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和部

分城市人群中已引起了关注，因为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是在为公众服务，为

环境服务，为人类服务。

6．2．3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时代观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同样，创新也是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灵魂。

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公共环境标识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标识已



全面进入社会同常生活，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随着社

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人们对城市公共环境的要求己从实用和美观上升到追求独

特的文化个性和内涵。这就给公共环境标识的设计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如何

达到公众对于设计的要求?如何使我们的都市传承历史文脉，体现创新性的时

代特征?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城市公共环境创新标识设计从根本上是一种二维和三维相结合的空间艺

术，是对公共环境即道路、广场、公共建筑、园林景色、小区环境等公众活动

空间的艺术化设计和处理。这一特性表明设计者除了要对城市公共环境标识的

功能有着深刻的体会，更要求其设计出的标识有独特的文化品味和时代特征。

因为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不仅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结构、

社会生活的物质载体，而且具有认识和审美的功能、美育功能和符号作用，在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创新性是公共环境标识设

计成功的根本保证。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通过对

城市功能系统、公共环境与人的关系的探索研究，要求运用艺术手段介入公共

环境的美化设计，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完善优化生活方式，提升环境的质量，

增添文化氛田，深化场所与人

的亲和力，促进城市环境管理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又可

避免千城一面、城市和景观缺

乏个性和历史文化特色的弊

端。因此，公共环境标识设计

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

创新性的独特发挥，它需要设

计者结合其它艺术的参与和

渗透，例如书法、绘画、雕塑、

广告等艺术样式。城市公共环

境标识是人们在工作、交通、

游憩等活动中经常欣赏接触

到的大众艺术形式，并且服务

于公众。而l制。于架上绘画艺 蒜孙黜誉
术、美术馆画展、画廊艺术品

陈列、私人收藏、博物馆典藏而占，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显得更具开放性、实用

性、公众性和服务性的特点，让都市人们真正感悟到城市公共环境标识所带来

的便利和美的体验。然而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创新观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

的，它需要对设计基础知识的牢固把握和艺术思想的总结提炼，更需要大量的

创新设计实践工作才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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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总结与展望

城市公共环境设计界知名学者俞孔坚先生认为，现代城市空间不是为神设

计的，不是为君主设计的，也不是为市长们设计的，而是为生话在城市中普通

的人设计的，这些普通的人，是具体，富有人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集体名

词“人民”。他强调人在场所中的体验，强调普通人在普通环境中的活动，强调

场所的物理特征，人的活动以及含义的三位～体性。场所或景观不是让人参观

的，而是供人使用，让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标识作为城市公共环境

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如此，正如俞孔坚先生所说的，研究公共环境标识设计从

本质上说是为公众的高质量生活而服务，为体现整个城市的文化脉搏，城市形

象而服务。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涉及到城市整体形象的方方面面，它是

出城建、规划、城市绿化、园林，市政等各部门共同参与和管理的设计。目前

我国的这种纵向的管理模式使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标识从设计到日常管理都难以

做到统一协调，从而使得某些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品质不高，缺乏整体性，

不能反映出～定的艺术品位与水准。因此，无论是从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的角度

还是现代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整体性与复杂性自身来说，都需要把握城市公共

环境标识创新设计的实质和目的，使得不同地区性质的城市，形成各自独特的

环境景观，并成为城市形象的标识，从而达到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美化人们生

活的目的。而实际上我们有理由能做做到上述目标：首先，从城市公共环境标

识设计发展的趋势看，公共环境标识设计就是试图使城市这个大的公共环境更

多地体现人文关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不同的设计方法，从而建立良好的视觉

效果和提高城市公共环境质量。其次，从公共环境标识设计的含义看，标识创

新设计绝不仅仅是列城市公共环境本身形式上的设计，同时也应该包括对于城

市环境空间构成的各个基本要素的考虑，例如建筑、道路、景观等等基本元素，

这些元素都是标识设计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对象。最后，从城市公共环境标

识设计的规律看，城市公共环境标识所追求的功能系列原则、环境集合原则、

空间序列原则、品味最优原则等，而这些原则都是公共环境所要体现的基本要

求，这些基本要求反映了包含在视觉设计在内的标识艺术的创作规律。城市公

共环境标识设计实质上是把构造的这些创作规律拓展到整个城市，它运用各种

公共空间环境因素、设计符号语言来表达一种文化蕴意和价值取向，表达一个

城市的“神韵”。研究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从本质上是在把城市公共环境从一

般性的功能体和人类聚集体的物质为主的形态，升华到更多地体现人类精神文

化的高级形态。这些物质形态一般性功能的综合艺术化运用，是经过人类文明

升华了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改善公共环境。就像营造园林

那样，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计所追求的，无疑是具有高度人性化和责任感的城

市环境所具有的根本属性，由此可以看出标识对于公共环境整体设计的根本意



义。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方法前景的广阔不言而喻。

在喧嚣的现代生活中如果没有视觉导向标识是不可想象的：大到从一条商业街

道到一个国际机构，从经过规划的社区到交通系统；小到一个车站、机场、超

市等公共环境。在复杂、陌生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处在一个有序

的环境中，文字和符号作为不可替代的秩序指引标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空

间里，它们架起了空间秩序，传递准确的信息，给人们带来便利。但是，对于

城市公共环境中的标识，设计师常常难以运筹帷幄、得心应手，这或许是标识

问题在城市公共环境中的复杂性使然。分析起来，其原因可以概括表现在以下

，_L个方面：首先，前文已经提到过城市公共标识是一个宽广的范畴，它包括公

众可步入的广场、街道、公园以及公众视觉可触及到的城市中的机关、学校、

医院、车站、宾馆饭店、写字楼、商店等建筑里的标识。面对这样庞大而复杂

的环境对象，如何来调节标识的整体与多样的关系，远非个人行为能够左右。

其二，标识是直接指向于人的心理和精神的造型要素，对于个人来讲，每个人

都有对标识的偏好和审美指向，但在公共环境中，标识于公众视觉生理和心理

上的共通性或舒适性却更为重要，这使得公共标识的设计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

出发点来进行随心所欲的创造，而必须注重公共性。其三，相对于公共环境中

建筑的形状、空间以及结构、技术等可依法规进行设计和制造的因素而言，标

识具有难以量化的软性特征。城市公共环境创新标识的优与劣、好与坏，较难

找到有效的评判标准，而标识本身又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而非科技含量高深

的东西，每个人对其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其四，公共环境标识同城市文脉

或原生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标识设计中不得不考虑对特定的地域环

境特征和传统文化内涵相对应关系等较为深层的问题。城市公共环境标识是城

市形象外化的主体之一，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标识设计中，如

何调节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处理好局部和整体以及地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对于设计师来讲是个不轻松的问题。现实中一些标识同地域风土、城市文脉和

整体环境相悖的事例正反映了这一问题的棘手，也反映了城市公共环境标识设

计所处的尴尬处境。正是由于以上标识设计上的问题，才能体现出研究公共环

境标识创新没计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只有对城市公共环境标识创新设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

使得这一功能性和艺术性得到完美结合的艺术设计形式在新世纪的曙光下熠熠

升辉，也只有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城市整体规划和人性设计的基础上，城市公共

环境标识设计研究工作才能有实际的意义。正如几百年前卡米洛·西特在著名

的《城f节建没的艺术》中预言的：我们必须记住(公共)环境设计艺术在城镇

布置中具有合理而且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惟一一种能够随时随地影响大量公

众的设计创新艺术。



创作实践(一)

中国公路零公里标识图案设计投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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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规划局标识设计

创作实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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