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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政府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IC 卡，因而 IC 卡

在社会方方面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IC 卡被制作成各类智能卡片，

比如电话卡、银行卡和城市公交卡等。随着 IC 卡大范围的投入使用，

城市公交领域也迎来了较大的变革，原本的乘车票方式受到了一定

的冲击，公交卡逐渐进入大众的视线。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交车和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成为人们

出行的首选方式。公交卡是人们的日常出行变得更加便利，因而自其

投入初期，公交卡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喜爱。换句话说，城市公交卡

的设计和开发是一项“民心工程”。茶文化属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分支，其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不可言喻的意义。近年来，我国茶

文化事业逐渐兴起，但是仍旧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广

和传播茶文化，城市公交卡的视觉形象设计应该与我国内涵丰富、历
史悠久的茶文化相结合。

1 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的主要内容

城市居民在日常出行中会使用到城市公交卡，因而城市公交卡

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较为紧密。从侧面来看，城市公交卡相当于一个城

市的颜面，城市公交卡的视觉形象会使人们在大脑中留下对于该城

市的深刻印象。各座城市的公交卡都有所差异，但是设计人员在设计

公交卡的过程中会融入城市的地域特征，从而凸显出该城市的风貌

和魅力。在设计公交卡的视觉形象时，设计人员需要对城市公交卡的

视觉形象内容加以考虑。事实上，公交卡的视觉形象主要涉及到三个

方面的内容，即视觉环境体系、视觉识别体系和视觉导向体系。
1.1 视觉环境体系

视觉环境体系是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的主要内容，因而对整个

设计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视觉环境体系主要需要从城市空间

和环境色彩的设计出发，将各类与之相关的视觉符号特征融入其中，

从而给乘客带来全新的审美体验。视觉环境体系对城市环境加以呈

现，在乘客的大脑中构建相关视觉环境。比如说，在茶文化氛围较为

浓郁的城市，可以考虑将城市中的茶文化元素加入公交卡的视觉环

境体系中，从而增添公交卡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1.2 视觉识别体系

相比于视觉环境体系，视觉识别体系是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的

基础。一张看似普通的公交卡需要考虑到图像和文字两个部分，而这

两部分则共同构成公交卡的视觉识别体系。视觉识别体系的好坏决

定着公交卡使用率的高低。有些公交卡在设计初期没有对视觉识别

体系的设计有一个良好的规划，从而破坏了整张公交卡上图片与文

字的和谐性。重庆市自古以来有着丰富的茶文化历史，当地特有的茶

文化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庆市的公交卡识别体系设计可

以将本地茶文化历史与茶文化风俗等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形成特有

的巴渝风格。
1.3 视觉导向体系

顾名思义，视觉导向体系主要是引导城市居民乘坐公交车，因而

设计人员需要从视觉导向体系层面出发增强公交卡的实用性和便利

性。由于视觉导向体系决定着公交卡的导向作用，因此视觉导向体系

应该包括街道交通标志等内容。为了宣传和推广茶文化，设计人员可

以将以“茶”命名的街道等融入到设计中，从而使城市公交卡的茶文

化韵味更加突出。

2 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

2.1 城市公交卡的主要视觉要素分析

城市公交卡的视觉要素不仅包括图片和文字，同时还涉及到材

料和色彩。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城市公交卡视觉要素的主要内容。视
觉要素的处理对于城市公交卡的整体形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字

主要起到传达信息的作用，城市公交卡上的文字应该给人们传递出

相关信息，使人们一眼就知道其功能和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我国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因而城市公交

卡的汉字下面应该加入相应的英文翻译，这种人性化设计有利于增

加城市公交卡的使用率。文字设计固然重要，图片的设计才是主要内

容。原因在于，图片设计的新颖个性，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抓住消费者

的眼球。公交卡上的图片可以更快地使消费者留下印象。色彩也是一

个重要的方面，很多国内外研究者就色彩心理学展开过研究，他们认

为，色彩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比如天蓝色给人一种恬静透彻的

感觉，而绿色则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因而设计人员不应该忽视

色彩的设计。除此之外，公交卡的制作材料会对人们的触觉产生影

响，因而材料的选取也应该好好考虑。
2.2 城市公交卡视觉设计与茶文化的结合

普洱市是普洱茶的产地，其有着十分丰富的茶文化。设计者在设

计普洱市的公交卡时，不妨从以上四个方面入手进行设计。比如说，

设计者可以将普洱茶产区图片和普洱茶文化历史与公交卡的设计相

结合，同时在公交卡上写进当地茶博会的推广语，从而起到宣传推广

的目的。在颜色上，设计者应该选取茶博会的主题色或者普洱茶汤的

颜色，从而营造出一种浓浓的茶文化意境。信阳市以信阳毛尖茶闻名

国内外，公交卡设计人员可以将信阳毛尖的图片设计成公交卡的背

景图，其他城市的公交卡也可以将茶文化元素作为设计元素的一部

分，从而发挥其对茶文化的传播作用。

3 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对于茶文化传播的作用

为了响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文化事业逐渐兴起，文

化因素在各行各业中的比重也逐渐增加。就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而

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对于茶文化传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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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公交卡的视觉要素不仅包括图片和文字，同时还涉及到材料和色彩。视觉要素的处理对于城市公交卡的

整体形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普洱市而言，设计者可以将普洱茶产区图片和普洱茶文化历史与公交卡的设计相结合，同

时在公交卡上写进当地茶博会的推广语，从而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本文首先对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的主要内容进行

了阐述，并对城市公交卡的主要视觉要素进行了简要的说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市公交卡视觉设计与茶文化的结合

途经以及城市公交卡视觉形象设计对于茶文化传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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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年来很多城市的公交卡开始与我国传统茶文化相结合，使得看

似普通的公交卡独具文化韵味。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城市生活步调逐

渐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只注重物欲的满足，而不考虑精神世界的构

建。在这种情形下，茶文化逐渐被大众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的传

播，城市公交卡设计有必要将茶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3.1 “ 茶文化”主题公交卡可以使人们进一步了解本地茶文化

很多人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了一辈子，但是却对本地的茶文化习

俗不甚了解。我国是茶的发源地，我国各地的饮茶风俗不尽相同，比

如云南地区流行“龙虎斗茶”，而福建和广东地区则有着“擂茶”的饮

茶习俗。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广大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人口

剧增，与之相伴的是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缺失。很多饮茶习俗只有从

一些城市周边零星的村落寻得，很显然这是一件可悲的事。以“茶文

化”主题设计而成的公交卡可以给城市居民耳目一新的感官体验，他

们在看到这种公交卡的瞬间会感到眼前一亮，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

思绪顿时在内心翻涌不止。我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涉及到方方

面面，比如茶具、茶饮和茶文化建筑等。公交卡将这些元素融入到背

景图的设计中，使人们再次认识并了解本地的茶文化历史和茶俗。
3.2 促进我国茶业发展，打造茶叶强国

我国虽然是茶叶大国，但却并不是茶叶强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实。交通部门可以和当地茶业公司合作，打造独具茶业品牌的茶文化

主题公交卡。比如说，公交卡的正面可以印上当地茶企的品牌 Logo，

这样有利于推动当地茶企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一些茶产区较为密集

的城市，公交卡的设计可以将茶产区的生产场景作为背景图，使社会

大众对当地的茶叶生产情况加以了解。当然，还有一些茶文化浓郁的

城市会定期举办茶叶博览会，相关部门就可以在茶博会开展前推出

茶文化主题的公交卡，以吸引社会大众参与当地的茶博会。城市居民

在看到公交卡上面印制的茶博会宣传标语时，就会因此受到茶博会

的吸引。

3.3 提升我国茶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虽然外国民众对于我国茶文化有着一定的了解，但是却说不出

所以然来。事实上，这与我国茶文化英译研究工作的滞后性不无关

系。当外国人向我国居民询问我国茶文化风俗时，他们要么用着蹩脚

的英文告诉外国人，要么顿露尴尬、哑口无言。为了使外国人更好地

了解我国茶文化，城市公交卡可以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进行印制。
比如说，公交卡的正面印有茶文化的标志，在标志下方可以印上对应

的英文表达。公交卡背面的主要茶文化景区介绍也应该翻译成地道

精准的英文形式，以保证外国游客能够更好地找到茶文化景区的位

置所在。中英双语版的茶文化主题公交卡可以使外国游客更好地了

解我国茶文化，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向其他人传播我国茶文化，从

而有效提升我国茶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4 结 语

在城市公交卡设计中融入茶文化元素的做法，事实上在某种意

义上响应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公交卡设计人员应该从本地

茶文化出发，将城市地域性和传统茶文化与公交卡的设计相结合，从

而有效推动本地茶文化的传播，提升茶文化的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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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我国是茶文化的故乡，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中，茶文

化博采众长，集百家文化思想内涵于一身，其中应用最明显的是我国

的哲学思想。我国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哲学观，但是其蕴含

的“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及“无为而治”等哲学思想，对于茶文化

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1 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1.1 茶文化的诞生

《茶经》中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可见，茶叶的起源较早，

其最初可见于远古神农时期，其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是伴随茶

叶而生的茶文化却经过了上千年的沉淀才得以形成，一直到了唐朝

中期陆羽的《茶经》的问世，才正式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诞生。《茶经》
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茶学著作，其在整理收纳了唐代之前茶

文化的基础上，对历代的茶文化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从种茶、采茶、制
茶到煮茶、饮茶等进行了全面的讲解，同时也分别从茶的药用性以及

茶道茶具等方面对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经过了千年积淀而成

的茶文化也在唐代后期正式迈开了发展的步伐，饮茶之风也自此风

靡全国，茶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完善中。
1.2 茶文化的繁荣

自唐朝打开了茶文化的大门后，宋朝开辟了茶文化的兴盛之路，

正所谓“中国茶文化始于唐而兴于宋”。宋代在沿袭了唐代茶文化的

基础上，制茶技艺、煮茶手法以及饮茶方式方方面面较于唐朝有了新

的提高。一方面，宋代制茶以团饼茶为主，但也兼有散茶。团饼茶是宋

代制茶技艺的巅峰之作，其制作技术尤为精密，工序也特别复杂。赵

汝砺的《北苑别录》对于团饼茶制作方法的描述是，“龙凤茶的制作有

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烘茶等工序。”因此，由于团饼茶特殊而

以茶历史为切入浅析茶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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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哲学以性与情的朴素辩证关系为研究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在

不断地自我完善。不同时代孕育不同的哲学思想，其对于茶文化的历史推动作用也不同。本文以茶文化的发展史为出发点，

对我国哲学思想进行了简要概述，并最后从我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中庸主义”、“天人合一”、“自然和谐”三个方面对茶文化

进行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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