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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巴渝传统文化在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海报中的设计。方法方法 以笔者设计的巴渝传统文

化海报作品为例，分析了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海报的现状及公交站台文化海报对重庆城市形象建设的

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制再现、提炼表现、解散重构、植入整合这4种文化海报的设计手法。结结

论论 充分利用巴渝传统文化精髓，经过现代城市公交站台海报的设计和展现，体现独具巴渝特色的重

庆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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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researches Bayu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oster design of city bus station. Using the poster design of Bayu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author herself as a case study，it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poster of city bus st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poster of city bus station to Chongqing city image construction. It makes the most use of Bayu traditional

culture，passing through modern design and exhibition of the poster of city bus station，to reflect Chongqing city culture of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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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站台遍布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作为一个

城市最直观、最外显的部分，它既服务于城市公交系统

物质层面的需要，也是展示城市历史文明、个性特征、

地域文化和城市形象的精神建设的窗口。通过优秀的

城市公交站台的文化海报设计来体现和传承城市传统

文化，这无疑是“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

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一个城

市而言，公交站台的文化海报就像一面放大镜，它能聚

焦、映射出历史影像，传承区域、民族文化[1]。

1 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海报的现状

1.1 商业气氛浓郁

出于经济利益的因素，目前重庆城市公交站台的

海报多以商业海报为主，而这些商业海报在全国其他

城市的公交站台也随处可见。视觉形象的雷同，会导

致人们的归属感和定向感减弱，甚至消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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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题千篇一律

自直辖以来，重庆的城市面貌变化很大，城市交通

有了巨大发展，城市公交站台上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主

题公益海报，如以“五个重庆”为主题的海报、“节约水

资源”的公益海报等。但这些海报要么千篇一律，没有

新意，要么缺乏对重庆特色城市文化的深入挖掘。海

报中的重庆城市形象特征不鲜明，特别是对巴渝传统

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重庆城市文化底蕴展现不足。

2 公交站台文化海报对重庆城市形象建设的作用

2.1 有利于巴渝传统文化的视觉呈现与传承

重庆是一座有着3000年巴渝文化底蕴的历史名

城，巴渝传统文化是长江上游最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

文化之一，她悠久绵长，厚重独特。但据调查显示，作

为民族地域特色的巴渝文化在重庆市外只有40%左

右的认知度，即便对于重庆本地居民，认知度也并不

高。巴渝传统文化正是塑造重庆城市文化特色，有别

于其他城市形象的有效途径之一。

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城市公交站台数量

多、分布广、覆盖面大、人流量众多的特点，公交站台

在联络城市各个交通节点的同时，也串联了城市的文

脉。在城市公交站台这个流动感很强的空间里，巧妙

地注入属于重庆的“乡音”，让人们在匆忙之中感受那

被不断稀释的重庆文脉[3]。相对于抽象、间接的巴渝

传统文化而言，文化海报无疑是直观具象的，利用城

市公交站台文化海报作为宣传巴渝传统文化的媒介

和窗口，能从视觉上直观呈现出巴渝传统文化，在短

时间内给人们留下视觉印象，从而有利于巴渝传统文

化的传承。公交站台海报是展现城市文脉、传播地域

文化的重要窗口[4]。

2.2 有助于重庆特色城市文化内涵的展现和提升

城市形象建设从根本上说是城市文化的建设。城

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有着深厚文

化底蕴和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具有无穷的魅力[5]，

特别是传统地域文化，它是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体现，

是城市最独特的资源和优势。传统地域文化具有自

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与当今社会形态进行有效融

合，可呈现出多重文化属性的良性发展态势[6]。

挖掘巴渝传统文化精髓，借助于城市公交站台海

报，凝聚并提炼重庆城市特质，塑造出独具特色的重

庆城市视觉形象，让民众在享受安全、快捷的现代化

重庆城市交通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巴渝传统文

化的良好氛围。巴渝传统文化在城市公交站台海报

的视觉平面上所营造出的文化语境，能展现出独具重

庆文化特色的视觉审美[7]，从而赋予重庆城市交通文

化色彩，让重庆城市交通在视觉形象上更加立体、丰

满，使重庆的城市公交站台成为传递重庆城市风格魅

力的窗口，从而提升重庆城市的文化内涵。

3 巴渝传统文化在城市公交站台海报中的设

计研究

3.1 复制再现

复制再现是指对外在客观现实状况做具体刻画

或模拟，这里则是指将巴渝传统文化以海报设计的方

式进行艺术上的视觉再现。

巴渝传统文化在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海报中的复

制再现，可以选取巴渝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故

事、传说、名胜古迹等元素，用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视

觉感受的方式加以呈现。如《巴渝印象》系列海报，见

图1，笔者选择了举世无双的大足石刻和历史悠久的

古镇磁器口为设计元素，并精心挑选了大足石刻最具

代表性的宝顶大佛湾第11号“涅·变”（俗称卧佛）和磁

器口古建筑的纵深街景为切入点，并配合文字的竖式

排列及淡淡的印章和肌理效果，海报既生动地再现了

大足石刻和古镇磁器口雄浑深厚的气势，又营造出古

色古香的巴渝传统文化风情。这组海报就像是为广

大民众与巴渝文化遗产之间搭建起的一条情感纽带，

能有效激发观者的自豪感及对宣传地的向往之情。

海报中复制再现的设计手法适合表现巴渝传统

文化中具有美好形象的事物。复制再现能够真实地

体现出对象的形象、色彩，还能准确地展现对象的质

地、表面肌理等细微部分，细腻真实，形象生动，给人

以现场感、空间感、厚重感，让观者有一种身临其境般

图1 《巴渝印象》系列海报

Fig.1 "Bayu Impression" series of 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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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当表现对象内容复杂、体量庞大、时间久远

时，更应该选择最具代表性的片段、场景、镜头或时间

点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复制再现，达到一种“一叶知秋、

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复制再现不是简单机械地将原对

象进行照搬照抄，而要将其与现代海报设计的特征相

结合。照搬传统文化的现代设计显然是不具备艺术

感染力和生命力的[8]。传统经典的巴渝文化造型符号

必须朝着适应新的审美语境的方向转化，这种转化是

一种动态的变化，不是复古照搬，也不是要在今天和

未来再现原始的文化状态[9]。

3.2 提炼表现

提炼表现原本比喻文艺创作和语言艺术等弃芜求

精的过程，用在这里是指从巴渝传统文化中找出具有

慨括性和代表性的符号、元素、造型、精神或理念，通过

设计者的再创造，用文化海报的形式予以视觉表现。

巴渝传统文化在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海报中可提

炼表现的内容非常丰富，巴渝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故

事、神话传说、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甚至抽象的精神理

念，只要设计师深入挖掘，就可以从中提炼出最精彩

的元素进行视觉呈现。《重庆味道》的系列海报见图2，

笔者选择了“麻、辣”这两种最能代表重庆饮食文化的

口味，并使用“花椒”和“海椒”这两种食材将“麻、辣”

的味道直观化，将这两种味道从视觉上表现得淋漓尽

致，让受众在看到海报的一瞬间，先是强烈的视觉冲

击，随之而来的是味觉刺激。这组海报让受众在细细

品味重庆“麻、辣”味道的同时，也感受到重庆人火辣

和豪爽的性格。

提炼表现的设计手法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表现的

对象可具象、可抽象、可有形、可无形，并且不受原对

象的局限。巴渝传统文化可表现的对象有很多，这时

就需要设计者反复比较，从中提炼出最具代表性、最

适合进行视觉化设计的元素。特别是表现一些抽象

或无形的精神理念时，更要力求找准创意点，不能使

用一些似是而非或者有歧义的形象，以免受众不能理

解或产生误解。

3.3 解散重构

解散是指分散、离散，重构则指的是重新构成一种

新事物或新形象。用在这里是指设计者在理解、领会

巴渝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自己对巴渝传统文化

的理解，在文化海报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图形或符号。

解散重构也是重庆城市公交站台文化海报的设计

手法之一。解散重构创造出的综合形象，与简单的机

械性重复或捏合是全然不同的，它可以在海报中重构

视觉形象，创造出观者前所未见的新形象。《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猪八戒的形象，虽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但通

过把人与猴、人与猪的形象进行分解、加工、改造，从而

创造出人们从未感知过的新形象[10]。《重庆城门》的系列

海报见图3，笔者选择了重庆古城门为表现对象，以不

同城门的名字及内涵为切入点，将传统云纹、水纹及其

他相关设计元素进行解散重构，幻化成鱼、菜篮子等形

象，展现了重庆是长江上游最著名的水陆码头和交通

要冲，加上背景水墨及文字的处理，既体现了重庆城门

的扑朔迷离和隐约之美，又诠释出“巴山夜雨、水陆码

头”等丰富的重庆城市特征和巴渝文化内涵。通过解

散重构，笔者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重庆城门的视觉形象，

不仅让古老的重庆城门焕发生机，增强了本地民众的

归宿感和认同感，还为外地游客深入了解巴渝传统文

化提供了平台和展示的窗口。

相对来说，海报中解散重构的设计手法更需要设

计者对表现对象的深入理解和对设计元素的驾驭能

力。例如将巴渝传统文化元素重构于太空、现代、梦

幻等场景，赋予一种新颖的、时尚的、现代的新形象，

它能把设计者的内在主观世界状况（如情感、想象、理

想、幻想等）直接表达出来，给受众无限想像的空间。

3.4 植入整合

植入是指把产品或服务中具有代表性的视听品

牌符号融入到影视或舞台中，整合就是把一些零散的

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

图2 《重庆味道》系列海报

Fig.2 "Chongqing Taste" series of posters

图3 《重庆城门》系列海报

Fig.3 "Chongqing City Gate" series of po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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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和协同工作。

巴渝传统文化在海报中的植入整合，即运用巴渝

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如巴蛇吞象、太阳

鸟、巴渝歌舞、长江三峡、火锅、山茶花、红岩精神等，通

过文化海报的形式加以整合，形成一个视觉传播的整

体。《山城赋》的文化海报见图4，笔者选取“山、城、赋”

这3个汉字作为主要设计元素，在汉字的笔划上或笔划

间隙巧妙地植入“巫山三峡、白帝城、洪崖洞”这3个具

有代表性的巴渝景观，与苍劲有力的书法字体融为一

体，形成海报的视觉中心。海报还利用了赞美“巴山渝

水”的名言佳句，以线的形式构成了画面的视觉肌理，

既增添了汉字海报在传承巴渝传统文化过程中的趣味

性，又使海报具有更丰富的视觉语境。

海报中植入整合的设计手法，其精髓就在于将零

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一个有价值、有效

率的整体。这些要素可能是完整的、连贯的，也可能

是零散的、断断续续的；要素之间本身也许是有联系

的，也许没有太大联系。这时，就需要设计者在众多

要素之间找到一条内在联系的纽带，将这些要素有机

整合起来。另外，要素之间主次关系的把握也很重

要，应明确哪些要素是画面主体，哪些要素是植入部

分。诸多设计要素不能只是在画面上简单的拼接、堆

放，而是要形成协同效应，体现出“1+1>2”的价值。

4 结语

重庆城市公交站台的文化海报设计只是展现巴

渝传统文化的途径和方法之一，要想建设独具巴渝特

色的重庆城市文化，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设计师的进一

步探索和研究。重庆城市形象建设的根基就在巴渝

传统文化上，笔者研究的目的是为重庆城市形象建设

添砖加瓦，也为更多的设计者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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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山城赋》文化海报

Fig.4 "The Painting of the Mountain City" cultural p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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