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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形象中地域文化的

设计再现与感知体验
文/韩璘 耿新龙 庄浩

摘要：近年来，城市发展规划越发重视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的融合，期望以此来打造城市的文化特色。城

市公共交通形象是城市地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部门应该借助城市公共交通形象设计再现地域文化，以

此来提升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感知体验，从而达到宣扬地域文化，打造地域特色城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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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设计形象对于发扬地域文化以及打

造地方特色文化城市有着举足轻重作用。近年来，政

府有关工作部门越发重视城市公共交通设计形象中地

域文化设计再现。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形象

中的设计再现工作，需要有关部门结合实际需求，利

用不同方式地将地域文化与城市公共交通形象有效融

合，提升设计的有效性，以此来提高人们对于地域文

化的感知与体验。

一、城市交通形象和地域文化的基本概念以及联

系分析

（一）城市公共交通形象的基本概念

城市公共交通形象指的是人们在使用以及参与公

共交通中，对城市公共交通所留下的感官认知以及大

概印象等，这与城市的建设水平、发展程度以及地域

文化密不可分。融合不同地域文化的城市公共交通形

象能够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官认知体验。此外，在不

同的地域文化影响之下，不同的城市的公共交通形象

以及布局有所不同，对于地域文化的融入程度也有所

不同，其主要体现在与城市公共交通的外部形象、参

与形象以及服务形象等，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影响着人

们对于地域文化感知体验。

（二）地域文化的基本概念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所形成的独特

的文化形态、习俗观念以及生活生产方式等极具地方

特色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文化总和，大体上呈现出种类

多、数量大的特点。由于地域文化具有极强的地域特

色，这导致地域文化在理解和认识上具有一定的难

度，外来人员很难对地域文化产生较为强烈的文化认

同感，或者较难参与到地域文化的感知体验活动当

中，这就极大地阻碍地域文化的传播。此外，不同的

文化还会对人们的制度规则以及精神层面产生巨大的

影响。而地域文化对于人们的制度法规产生的影响主

要是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语言文化以及制度法规的影

响，而精神层面的影响主要是指对于人们的宗教信

仰、文化认同感以及地域归属感等方面的影响。

（三）城市公共交通形象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

人们对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形象的感知体验主要集

中于站域空间以及车辆的设计两个方面。地域文化在

站域空间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使用地域化的特色建筑，

在设计环节融入更多的地域文化符号，进而达到营造

地域文化的文化氛围的目的。同时设计者还会注重站

内地域文化设计再现的途径，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再现

地域文化意象，提升站域的地域文化元素，以此来强

化站域空间再现地域文化的功能。其次车辆设计的地

域文化融合主要是指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城市交通

形象的设计再现时，应当将地域文化的特殊符号融入

到公共交通工具的外观设计中，借助公共交通的外观

形象以及车辆内部的装饰构成来传达地域文化符合或

者文化意象，从而实现地域文化的设计再现，增强人

们地域文化感知体验，以此来提升地域文化与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融合的有效性。

二、城市公共交通形象中地域文化的设计再现

（一）地域文化故事的叙事设计

地域文化是经过长时间积累所形成的极具区域

特点的文化形式，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形成了一些

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事件以及人们广为传颂的民间故

事，而这些便是城市公共交通设计形象中地域文化再

现的重要形式之一。如相关的公共交通形象设计者可

将这部分故事按一定的逻辑顺序，按照叙述的形式来

展现出来，激发使用者的想象思维，以此来与地域文

化的体验者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再通过合理利用一

些故事叙述的技巧来引发人们的思想共鸣，提升人们

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程度，提升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

交通中的设计再现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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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文化的视觉隐喻设计

地域文化的视觉隐喻主要是指借助人们熟知的事

物来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地域文化，继而达到地域文

化的内涵的隐含义有效表达的目的。视觉隐喻设计主

要是通过结构形态、图案色彩等进行事物隐含义的表

达以及再现，以此来帮赋予人们熟知的事物不一样的

内涵，进而达到文化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的侧面表现的

目的，帮助人们认识和了解地域文化。公共交通形象

中地域文化的视觉隐喻方式主要是借助交通车辆，将

抽象地域文化通过合理的文化表现手段转化为交通车

辆的内在属性或者外在形象，最终达到地域文化的隐

含义表达的目的。而地域文化的视觉隐喻主要是通过

地域文化符号以及图画形象等形式的再现，借助视觉

体验来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感，进而达到城市公共交

通设计形象中地域文化的视觉再现的目的。

（三）地域文化的情感转移设计

地域文化的情感转移设计主要是指设计人员将自

身对于地域文化的情感意识以及思想体会通过一定的

方式转嫁于审美对象的身上，使审美对象对地域文化

产生类似的情感体验。这就需要设计者在进行情感转

嫁时做到“以人为本”，根据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来

进行相关设计，站在用户的视角上进行情感转移的设

计，以此来帮助设计者与用户产生更多的共识，为用

户提供他们情感体验所需的内容，提升地域文化的情

感转嫁的有效性，达到更好地进行情感转移设计的目

的。

三、地域文化在城市公共交通形象中的感知体验

（一）构建交通形象感知体验评价体系

地域文化在公共交通形象的融合有效性的重要判

断依据之一就是用户的感知体验评价，而用户的体验

评价也是相关工作的提升

有效的依据。对此，要想

更加有效地开展城市公共

交通设计形象中地域文化

的设计再现，就需要设计

者优化交通形象的感知体

验评价体系，为用户提供

更多有效的反馈途径，以

此来提高信息收集的全面

性和有效性，帮助管理者

和设计人员更加有效地发

现交通形象设计所存在的

问题，以便于他们采取针

对性的改革措施，提升地

域文化融入交通形象工作

的有效性，进而达到提升用户感知体验的目的。

（二）优化交通形象的体验模式

由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

不仅降低用户地域文化的体验感，同时也加大了他们

地域文化的理解难度。为了更好地推进地域文化融入

交通形象中，就需要相关的工作者优化文化体验的形

式，采取多样化的文化体验形式来减缓区域之间文化

的变换幅度，采取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帮助地域

文化渗透于交通形象，按照直觉性审美、理解性审美

以及情感性审美的文化体验梯度再现地域文化，以此

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地域文化的感知体验。

（三）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感知形象以及印象

要想有效地提升用户交通形象中的地域文化的感

知体验，就需要设计者在设计环节提升用户使用过程

中的感知形象特点以及感知印象的深刻度。如相关的

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环节要强化城市交通形象中所蕴

含地域文化的地方感，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性，通过

赋予交通形象不同的精神文化内涵，帮助人们留下独

特的感知印象，以此来提升地域文化的辨识度，进而

达到提升用户感知体验的目的。

四、结语

为了推进地域文化的传播，就需要设计者合理

地利用城市公共交通形象，通过故事叙事、视觉隐喻

以及情感转移等设计方式来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形象设

计再现的有效性，推进地域文化渗透于城市公共交通

形象。同时，还要提升用户地域文化的体验，通过构

建高效的交通感知体验评价体系来提升设计工作的有

效性，帮助地域文化更好地在城市公共交通形象的渗

透，提升用户地域文化的感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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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数字媒体艺术的迅猛发

展，它可以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以全新的文化姿

态展现在世界面前。数字媒体艺术为传统文化与艺术

市场对接拓宽了范围，为传播形式带来了新的选择。

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是其成长的来源和支柱，也是其

丰富语言的源泉和支撑。数字媒体艺术逐步成为一种

综合概括性的媒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进展和

逐步完善，数字媒体艺术是承继和记录优秀的传统文

化的跳板和机遇。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当今的数字媒体艺术有很多值得我们

运用的优势，它可以为传统文化提供创新的应用与转

变，提高我国文化艺术创作水准。正是传统文化与数

字媒体艺术的融会创新，创作出了众多卓越的数字媒

体艺术作品。两者的结合是相辅相成的，为双方的进

步都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媒体艺术让传统文化能够

有更多的展现形式，两者的结合是未来的创新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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