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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地铁之一，伦敦地铁不仅在运营、管理等方面展现出高度科学性和效率性，

更在其视觉设计中充分体现出以色彩为主导及以用户为核心的先进设计理念与人性化主张。伦敦地铁

的视觉设计，着重强调色彩在信息辨识、视觉感知、情感关怀等方面具有的功能，并完全基于用户需求进

行色彩运用与色彩环境构建，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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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是光的物理属性，人可以通过色彩视觉

从外界环境获取各种信息。不同的色彩和色彩搭

配，都会从不同层面上对人的心理和生理产生影

响。从视觉传达层面上看，色彩能够吸引人注意，
对人的行为、判断及情绪施加影响；从信息传播层

面上看，色彩可以和信息形成形式和涵义上的契

合；从空间和使用功能的划分上看，色彩能唤起受

众与空间之间的交互。
由于历史的原因，伦敦的城市气质趋于古典，

在这里，你能看到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建筑，而出

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历史积淀的珍惜，这些建筑

大都被完好地保存至今，屹立在大街小巷中。在

英国特有的阴雨多雾天气和全年较短的日照时间

映衬下，伦敦的城市色彩环境总体显得厚重、深暗

与老旧。甚至在某些时候，这样一种过度低沉的

色调会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抑郁与阴霾。不过，这

并不意味 着 今 天 的 伦 敦 还 是 一 座 缺 乏 色 彩 的 城

市，正相反，它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色彩气息与色彩

节奏，并体现着一种非常人性化的色彩运用观念。
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伦敦地铁交通视觉设计中得

以印证。伦敦地铁的视觉设计，正是将色彩运用

和色彩环境构建与用户功能诉求、行为模式、情感

特征等重要因素进行了准确对接，因此呈现出很

好的视觉效益性与适用性。

一、以信息辨识为核心需求的色彩运

用

伦敦地铁的视觉设计，很好地利用了 色 彩 来

进行信息的归类与系统呈现。伦敦地铁总长超过

４００公里，共有包括贝克鲁线（Ｂａｋｅｒｌｏｏ　Ｌｉｎｅ），中

央线（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ｉｎｅ），环 线（Ｃｉｒｃｌｅ　Ｌｉｎｅ），区 域 线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Ｌｉｎｅ），东伦敦线（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ｉｎｅ），汉
默 史 密 斯 及 城 市 线 （Ｈａｍｍｅｒｓｍｉｔｈ　＆ Ｃｉｔｙ
Ｌｉｎｅ），朱必 利 线（Ｊｕｂｉｌｅｅ　Ｌｉｎｅ），大 都 会 线（Ｍｅｔ－
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Ｌｉｎｅ），北线（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ｎｅ），皮卡迪里

线（Ｐｉｃｃａｄｉｌｌｙ　Ｌｉｎｅ），维多利亚线（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Ｌｉｎｅ），

滑铁卢与城市线（Ｗａｔｅｒｌｏｏ　＆Ｃｉｔｙ　Ｌｉｎｅ），以及船

坞区轻轨铁 路（ＤＬＲ）等 在 内 的１３条 线 路，串 起

３６１个站点。面对这样一张无比巨大且错综复杂

的地下交通网，以何种方式对其进行交通信息的

视觉呈现，将直接关系到其信息传递的效率高低。

色彩，成为了应对这一难题的关键。通过实地调

研及实践体验发现，伦敦地铁的交通信息呈现，完
全是以色彩为主导，以用户需求作为信息构建依

据，通过信息筛选、信息归纳、视觉引导，逐步形成

一个多层次的、具有实时引导功能的、高效率的公



共视觉导向体系。
（一）地铁图设计———利用色彩进行表层信息

的有效化筛选和转换

针对复杂的线路呈现问题，今天的伦 敦 地 铁

线路图延续了电子工程师哈里·贝克最初的设计

思路，并结合道路的发展和用户环境的改变，进行

了有效改良。

１．仅显示线 路 的 起 止、站 点 的 连 接，而 不 与

实际地理位置挂钩，因此完全以直线及４５度斜线

重新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信息系统。尽管不忠实于

地面实际信息，但却使查找和使用都更为便利。

２．用色彩与线路进行一一对应：棕色———贝

克鲁 线；大 红 色———中 央 线；黄 色———环 线；绿

色———区域线；橙色———东伦敦线；粉红色———汉

默 史 密 斯 及 城 市 线；银 灰 色———朱 必 利 线；紫

色———大都会线；黑色———北线；深蓝色———皮卡

迪里线；天蓝色———维多利亚线；浅蓝色———滑铁

卢与城市线；淡青 色———船 坞 区 轻 轨 线。对 于 地

面１～６区的区划信息，用白色和浅灰色作间隔示

意。通过这种方式将人们对于线路的辨识过程，
由地理方位信息辨识和相关文字信息辨识转化为

色彩辨识。因此，不论是对于伦敦常住用户，还是

外来观光客都只需记住目标颜色即可在相关线路

上查询站点信息，大大提高了信息查询效率。这

种模式也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各大城市的地铁和巴

士路线图的设计。
（二）视觉导向系统的全面色彩化———提升认

知能力

导向设计应不仅仅局限于标志设计 上，它 应

该广泛地包括一切可以帮助使用者导引方向的设

计，它是一个系统设计［１］。和我们 所 看 到 过 的 其

他地铁导向设计不同，伦敦地铁的导向设计，最大

特点就是信息呈现与引导方式的全面色彩化，它

完全不受制于各种所谓的“标准”概念与“常规”方
式限定，而是根据实际用户体验及实地环境构造，
突破常规地进行色彩使用方式的尝试与探索。首

先，在全面延续伦敦地铁图的线路色彩前提下，符
号化地将“线路”概念植入到站内空间中，使其成

为方向 引 导 的 主 要 视 觉 形 态。站 内 的 各 级 指 示

牌，都以 不 同 色 线 为 主 要 元 素 构 成。其 次，采 用

“节点式”和“实时性”的双重引导方式。除了通过

各级指示牌进行常规的非连续性节点式引导外，
伦敦地铁还充分利用各种通道结构，利用色线进

行全程实时性引导。全程的实时引导为通过人群

提供了一种路径式的查询方式，这意味着用户可

以在任何距离、任何位置、任何视角情况下，核对

自身位置正确与否，从而降低在路线寻找过程中

放慢或停下脚步的几率，增强安全感受与行进效

率。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且非常务实的色彩运用手

法，它将色彩对于人的认知行为的影响与号召力

发挥到了 极 致。瑞 士 学 者Ｊｕｒｇ　Ｎｉｅｖｅｒｇｅｌｔ和Ｊ．
Ｗｅｙｄｅｒｔ就曾经论证过关于三个认知形态的重要

性：定位、模式和轨迹追踪。他们的见解可以解释

为三个基本需求：对过去的认知，对现在的认知和

对未来的认知［２］。对于地铁用户 而 言，对 过 去 的

认知意味着要了解自己是如何进入当前状态的；

对现在的认知即要了解当前状态下，相对于我们

的起始点和目标点，我们所处的位置和可进行的

选择；对未来的认知即对预期结果的了解。显然，

伦敦地铁导向设计的全面色彩化，很好地满足了

用户的这三个基本需求。即使是对于首次使用这

个信息系统的人来说，都能毫不费力地通过色彩

引导迅速找到目标信息。相比较而言，欧洲其他

一些城市的地铁视觉设计，比如法国巴黎地铁，也
沿用了色彩描述线路系统的做法，但在视觉识别

和信息导 向 中 并 没 有 因 势 利 导 地 发 挥 色 彩 的 作

用，而只是将其标准色贯穿于整个信息导向中，标
准色的运用对于乘客辨别与区分行进路线并没有

产生任何作用。

二、以视觉感知为基本考量的色彩呈

现

一般来说，人对于色彩的感知能力是 有 一 定

限度的，色彩学上将色彩被感知的容易程度称为

易见度。色彩的易见度通常受制于色彩本身的面

积大小以及所处的光线环境。色彩面积大则易见

度大，色彩面积小则易见度小；光线太弱时，色彩

易见度差，光线太强时，由于眩目感，易见度也差。
当光源与面积一定时，色彩能否被清晰感知，则取

决于目标色与背景基调色在明度、色相、纯度上的

对比关系，其中尤以明度对比作用影响最大。明

度对比强则清楚，明度对比弱则模糊。色彩易见

度概念，对于在视觉设计中建立起色彩宾主和层

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加快信息的传播速

度，增强标识的导向功能，引人注目。

伦敦地铁视觉设计的色彩使用，正是 试 图 在

良好光线条件下通过增大色彩面积和提高色彩对

比来提高信息色彩的易见度，从而实现信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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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化呈现。如上所述，伦敦地铁的信息色彩，
除了在各级指示牌上作一一对应显示外，还设置

在绝大多数通道的全程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不

仅使信息色彩的绝对面积得到了扩大，更使信息

引导效能得到了无限提高和延续。同时为了突出

其存在感，几乎所有的通道背景都是采用高明度、
弱色相、低纯度色彩，使之与信息色彩产生强烈对

比，提高易见度。长久以来，我们在进行公共视觉

设计时，总是在强调色与色的协调与统一，强调视

觉设计用色与公共环境整体色调的融合。特别是

在进行非商业性公共视觉设计时，回避高纯度高

亮度色彩的应用和高对比性色彩关系的出现。因

为传统观念认为，这些色彩的出现会破坏整体色

调环境的和谐与统一。事实上，这是对统一色彩

关系的狭义解读。从视觉层面上讲，统一意味着

整体的和谐一致，而局部的跃动与对比能活跃整

体色彩环境，调动视觉情绪。从功能层面上讲，醒
目的色彩关系通常能使人在查寻过程中更便捷更

及时地获取目标信息。从心理层面上讲，相关研

究表明［３］，人 的 视 觉 器 官 在 观 察 物 体 时，最 初 的

２０秒内，色彩感觉时间占８０％，而形体感觉时间

占２０％；２分钟后色彩占６０％，形体占４０％；５分

钟后各占一半，并且这种状态将继续保持。可见

色彩不仅能快速吸引人的注意，更有使人增加识

别记忆的功能。

三、以情感关怀为根本意图的空间色

彩环境构建

当技术满足了基本需求，用户体验便 开 始 主

宰一切。大多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体验都要经历

六个 成 熟 等 级，即：实 用（有 用）———可 靠———可

用———便于 使 用———令 人 愉 悦———意 义 深 远［４］。

在这个需求等级模型中，前三个是基于用户的基

本功能需求，后三个则是基于用户、行为、环境之

间的情感关怀需求。从行为学的视点来看，人类

生活的空间不是地理性的或物理性的，而是行为

的空间［５］８８。因 此，对 于 一 个 好 的 公 共 空 间 环 境

而言，除了能满足用户的基本功能需求外，实现用

户行为过程中的情感关怀显得至关重要。而据相

关研究表明，不同色调环境会使人产生不同的感

觉，从而影 响 人 的 行 为。国 外 学 者Ｓｒｉｖａｓｔａｖａ和

Ｐｅｅｌ在堪萨 斯 大 学 的 艺 术 陈 列 馆 曾 经 进 行 过 一

项实验，用计时器测量人们在不同色彩环境陈列

馆中停留的时间。被测试者分为两组，陈列展品

和陈列方式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装修的颜色。
结果发现：被测试者在深棕色陈列室中的步数较

大，涉及面积较大，几乎为淡米色的一倍，但逗留

的时间却比淡米色的要短。这充分说明空间色彩

环境对于用户行为与情绪能够产生直接影响。伦

敦地铁的色彩环境，正是充分考虑了受众在通行

过程中对于环境的感受而构建的。除了在视觉识

别与信息导向上发挥色彩作用，满足用户“引导与

识别”的基本功能需求外，更是通过环境色彩的合

理使用，使空间以一种符合于人的行为与情感特

征的方式存在。大面积的中性色的运用，使乘客

的行走环境变得更加单纯，同时也更利于提高导

向信号的辨识度。由上文提到的试验可知，深色

容易使人对所处空间产生心理紧缩感，进而导致

生理上发生行为频率加快的反应；而淡色容易使

人对所处空间产生扩张感，进而发生行为频率变

慢的舒缓反应。因此，在空间相对较大的车站入

口，都保留了原有建筑的老旧深暗墙体颜色，而一

旦进入到狭窄区域，特别是通道区域，则多以明度

较高的浅色作为空间环境用色的主色调。伦敦地

铁通 道 为 管 道 状，空 间 并 不 宽 敞，因 此 也 被 称 为

“Ｔｕｂｅ”。遇到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量极大。对

于这样的一种空间状况，通过合理设置通道环境

的色调与光感就能起到舒缓人群紧张感的作用。

四、结　语

用户行为是操作、认知与感 性 的 综 合。操 作

性与认知性强调的是功能的一面，感性强调的则

是功能性行为受感情支配、驱使和影响的一面，同
时也是通过视觉、听觉、味觉等感官来体验精神上

的愉悦［５］５７。伦 敦 地 铁 的 视 觉 设 计，正 是 通 过 色

彩这一最为核心的感性因素，从信息辨识、视觉感

知、情感关怀等三个层面，对用户功能性行为施加

影响。其充分利用了色彩对于用户行为及心理产

生积极作用的各种可能性与可行性，在满足用户

视觉识别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以用户视觉感知习

惯与情感诉求为依据，以用户体验为直接评价标

准，按照 从 实 用 性———可 靠 性———可 用 性———易

用性———愉悦性———意义深远性的功能需求与功

能实现层次，来进行全方位的系统设计，因而呈现

出良好的视觉效益性与高度的适用性，并充分体

现了设计的人文关怀。通过分析与总结其色彩运

用与色彩环境构建中所体现的先进理念与科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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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能为国内公共交通视觉环境的构建提供一些

积极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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