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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对旅游景区品牌建设的重要性，论述了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存在的优点

和不足，进而分析了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的好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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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ana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characteristic sign design for developing the brand image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isting sign design in Sichuan tourist areas, thu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haracteristic sign design. On the basis of all rational analysis, it put forward several fe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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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梅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探析

作为通用性设计的旅游景区导视系统，承载着双

重的责任。它既要建立统一、规范和利于游客认知与

识别的形象体系，又要与旅游景区的品牌形象相吻

合，展现旅游景区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特色。由于

不同的旅游景区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是有差异的，所以

即使同为人文景观的 2个不同景区，它们在景观的侧

重点上也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旅游景区导视系统

在标准化设计的基础上，更应该进行特色化设计来彰

显自身景区的特点，使游客从直观感受中感知到不同

于其他景区的差异感和新奇感。从这一角度而言，旅

游景区导视系统的特色化设计在旅游景区品牌打造、

形象塑造，以及为景区创造可观的社会价值、经济价

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优点

经过对四川各旅游景区的实地调研，笔者发现其

景区导视系统标准化设计的程度较高，基本能够完成

空间引导任务，同时，也有一些设计精良、富有特色的

导视系统引人注意。这些导视设施具有的共同优点

是艺术性强，造型新颖别致，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觉审

美形态。成都新津绿道的导视设施就是其中之一，见

图1，整体造型采用3棵绿树进行组合，同时融入几何

化的人骑自行车的形象，加上 2条用来表示绿道的动

感曲线，使整个设施形象生动、个性突出。此导视设

图1 新津绿道导视设施

Fig.1 Signage facilities of Xinjin Green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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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用场景化的表现方式将绿道的旅游特色明确地传

递了出来，同时把它设置在绿道边，既强化了旅游场

所的特点，又利于游客获得空间场所的认知。成都

浣花溪公园的导视系统也是具有特色化的设计。公

园坐落在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的核心区域，该地

区因唐代诗人杜甫和薛涛而知名。这个五星级公园

的导视设施采用了仿生态的设计方法，用自然的有

机形态、质朴的材质、古朴的色彩和充满诗意的意境

进行了塑造，将杜甫、薛涛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和浣花

溪所具有的浓厚诗文化特质传达了出来，见图2。

新津绿道和浣花溪公园导视设计的优点在于，

通过旅游景区导视系统具有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方

式，将旅游景区的旅游特色和文化内涵用外在的可

视的形象呈现了出来。透过旅游景区导视系统强烈

的美学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游客在接受其传递的

信息时，对旅游景区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景区形象等

方面有了整体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在特定的旅游

场所里，这些“视觉语言”可以营造旅游氛围，给予游

客一定的刺激，从而引发他们内心的情感反应，使之

产生愉悦的旅游感受[1]。

上述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导视设计，就是这里所

指的“特色化”设计。“特色化”设计是指在实现导视系

统的信息传达功能的基础上，能够体现旅游景区的区

域性格和文化特征，是具有丰富、新颖的艺术表现形

式的设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旅

游景区导视系统仅实现功能性的设计是不够的，人们

希望在旅游观赏时得到更多的美的熏陶，不管是自然

的，还是人文物象的。通过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特色

化设计，可以扩大普通民众的审美范畴，美化人们的

日常生活。

2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存在的不足

2.1 仅以实现引导功能为目的

对于初次到一个地方旅游的游客来讲，在复杂的

环境中，游客面临如何在错综的旅游路径中找到正确

的道路并快速地寻找到目标等问题，如果行动不畅，就

会产生空间焦虑从而影响旅游的兴致，因此，导视系统

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通用性，实现导视系统指引方

向、明确空间位置的功能，让处于陌生旅游环境中的游

客能够通畅快速地到达目的地[2]。不过，在调研中笔者

发现，诸多的四川旅游景区设置的导视系统仅以实现

设计的使用功能，即完成空间引导为最终目标。这些

指示牌上有基本的信息，但是缺少系统设计和特色，制

作粗陋，不具备艺术美感，欠缺高水准的艺术化的设计

和应用，例如都江堰景区导视牌，见图3。这对于旅游

景区实现差异性的品牌建设、营造独特的旅游氛围和

激发游客的旅游体验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2.2 设计语言单一

在旅游景区中，空间的大小、方向、形状、深度等

是人们的视觉器官所能直接感知的基本要素，它们所

营造的视觉环境和空间气氛，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

感体验和思维活动[3]，因此，导视系统的设计因影响游

客对空间的感知而显得重要。在现有的四川旅游景

区导视系统的设计要素里，文字的设计主要以黑体为

主，材料主要采用木头或仿木头的材质，色彩大多数

为褐色，图形符号主要遵照了国家的标准化公共信息

图形规范，形态设计以长方形为主。其设计的语言单

一，呈现出千人一面的态势，无法体现地域特色和文

化内涵，如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和成都动物园的导

图2 浣花溪公园导视设施

Fig.2 Signage facilities of Huanhuaxi Park

图3 都江堰景区导视牌

Fig.3 Signage card of Dujiangyan scenic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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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设施就没有差别，见图 4-5。导视系统中的设计语

言其实是非常丰富的，色彩有成千上万种，新材料、新

工艺更是层出不穷，图形符号和文字字体异彩纷呈，

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也是无穷的，因此，现有的四川

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的语言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

扩建。

2.3 缺少针对性设计

导视系统设计除了传递空间信息、引导人们活动

外，还应与所处的环境相匹配。这里的匹配是指导视

系统设计需要与旅游景区的形象定位相协调，保持旅

游景区的特点，使景区的形象更加鲜明和突出，这也

是所讲的“针对性”设计。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四川大

多数旅游景区的导视系统在这点上做得不够。例如

甘堡藏寨的导视设施与都江堰景区内的导视设施在

设计上就缺乏明显的针对性，见图6-7，它们的外形都

采用箭头形状，材料采用木材质，色彩也相同，仅在标

牌的尺度和大小上存在差异。从旅游资源和文化内

涵上来讲，甘堡藏寨和都江堰具有很大的差异：一个

是典型的嘉绒藏族聚居的大寨子，以屯兵文化、宗教

文化、农耕文化、石头文化来吸引游客；一个是中国古

代伟大的水利工程。由于两地景区的导视系统设计

缺少针对性，所以从这一载体上游客难以形成差异性

的旅游意象。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多元、

个性以及富有场域特征的导视作品更具有生命力。

作为旅游内容的一部分，导视系统设计仅解决功能引

导问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环境舒适度的要求的，千篇

一律、枯燥乏味的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也无法满足

人们对环境的审美精神需求。

3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的可行性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的优点和缺点都显

而易见，若要加以改进，需要从导视系统实现特色化

设计方面着手。当然，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的特色化设

计不只是注重图形符号的美观性和艺术性那么简单，

还需要从整个景区的形象定位和人文特色出发，进行

整体形象的规划和设计。

图4 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导视设施

Fig.4 Signage facilities of Haichang Polar Ocean Park

图5 成都动物园导视设施

Fig.5 Signage facilities of Chengdu Zoo

图6 甘保藏寨导视设施

Fig.6 Signage facilities of Ganbao Tibetian Village

图7 都江堰景区导视设施

Fig.7 Signage facilities of Dujiangyan scenic spot

王丽梅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特色化设计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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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计语言多样化

四川旅游景区导视系统设计语言的单一所造成

的同质感，容易让游客产生审美疲劳，不利于景区建

立鲜明、独特的品牌形象。要实现四川旅游景区导视

系统的特色化设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寻求多

样化的设计语言。文字、色彩、图形、材料这些都是导

视系统的设计语言，设计师要充分挖掘这些语言的潜

力，发挥它们的最大表现力。就文字来讲，四川旅游

景区的导视系统中常用黑体、宋体、楷体，即使是采用

常用的字体，通过改变字体大小和字间距，也能给受

众不同的心理感觉。增加字号可以提高文本的认读

性，并且大号的字体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前卫

感；小号字体则给人严谨、细致感。另外，不同字体的

组合让设计具有了多样性，并且从设计形式上突破了

传统设计的局限，求新求变，使设计展现了当代感。

同时，色彩、图形、材料、工艺和形态都具有多样化表

现的可能。四川各旅游景区在设计自己的导视系统

时，要同设计人员合作，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大胆地使

用多样化的设计语言，深入挖掘各视觉要素的潜力，

设计出让人记忆深刻的导视作品。

3.2 造型景观化

由于旅游景区为游客提供的产品主要为精神性

消费产品，所以在导视系统的造型设计上可以考虑

将其与雕塑艺术或公共艺术相结合，突出旅游景区

的特质，营造具有艺术气质的旅游氛围，从而提升景

区的品质。导视系统的造型设计与雕塑或公共艺术

具有很多的相似性，它们都是外在的、可视的艺术，

同时又可以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精神。旅游景区导

视系统的造型景观化可以让信息富有强烈的冲击力

和多维可视性，增强导视信息传递的认知效果、认知

速度和记忆强度[4]。同时，它还可以将雕塑艺术的语

意特征和公共景观艺术的人文关怀充分地展现出

来，体现艺术性、趣味性和互动性，达到功能与审美

的平衡[5]。例如成都洛带古镇的导视设施，就具备了

一些景观特征。洛带古镇是中国西部最大的也是唯

一的客家古镇，镇内有典型的明清建筑，尤其是以四

大会馆、客家公园和客家博物馆最为出名。其导视

牌的造型从景区内诸多建筑的一个典型符号——房

屋的卷棚顶提炼而来，加上现代设计手法的演绎，将

洛带古镇所具有的文化特点用视觉语言呈现了出

来，见图 8。这些导视牌与景区内的传统建筑相映成

趣，产生了共鸣点，不断地强化着游客的地理认同

感，旅游体验也随之延展，这种再现手法值得在四川

的其他景区进行推广。如甘堡藏寨导视系统的设计

可以充分挖掘其具有的石头文化，利用石头材质所

具有的天然的艺术感觉来造型，在上面刻绘具有藏

族文化特色的图形和文字来传递空间信息，这样既

可以与当地的石制建筑相呼应，又可以将人文景观

体现出来。

3.3 文化因素的融入

四川旅游景区有着自身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如

成都望江公园的“竹文化”、武侯祠的“三国文化”、三星

堆的“青铜文化”等。在景区导视系统的设计上如何挖

掘这些文化的内涵，并以公众能接收的方式传递出来，

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成都锦里古街导视系统的

设计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锦里是成都市著名的

步行商业街，这里的建筑是具有清末民初建筑风格的

仿古建筑，这里的文化以三国文化和四川传统民俗文

化为主要内容。在锦里街的入口处设置的导视牌采用

了中国传统的摆件造型，具有张力的错落有致的书法

字体，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的中式传统排版方式，古朴

的具有亲和力的木材质，以及艺术感的表现形式，这些

“语言”让该导视牌富有了文化意味，带给人以强烈的

精神感受，并成为了众多游客合影留念的对象，见图

9。这样的设计作品应用在景区环境中，让游客获

得了视觉上乃至精神文化上的旅游感受。这种设计

方法是根据不同旅游景区的旅游特质、视觉特征、

旅游文化，从导视牌的造型、文字、版式、材料、色彩

等方面入手，选择最能体现旅游文化氛围的设计语

言去强化设计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环境气氛，从

（下转第12页）

图8 洛带古镇导视牌

Fig.8 Signage card of Luodai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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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凸显旅游景区的文化气质。

4 结语

作为一种系统设计，旅游景区导视系统所具有的

引导功能、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它不仅是信息沟通和信息传递的中介，还是旅游

景区品牌形象的呈现，具有在视觉上的“识别”意义和

在文化上的“传达”意义，因此，四川旅游景区的管理

者和设计者在注重景区导视系统标准化设计的同时，

更要重视导视系统的特色化设计。在具体的设计中，

设计师应该使用多样化的设计语言，加强对旅游景区

文化的挖掘和表现，将导视系统的外在形态与雕塑艺

术或公共艺术联系起来，这将有利于游客对景区旅游

资源的了解和体验，也有助于旅游景区品牌形象的塑

造和推广。同时，通过设计和文化的导入，为大众开

辟和营造出更多的具有亲和力的舒适方便的公共空

间，使大众拥有更好的公共交往、休闲和艺术欣赏的

场所，从而拓展旅游观赏范畴，让游客得到身心的修

养和多样文化的愉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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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锦里街导视牌

Fig.9 Signage card of Jinli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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