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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只要你生活在上海或者经过上

海，几乎都会和冯导的设计“发生关

系”。冯导，不是冯小刚———姓冯名

导，公共标识系统设计师。在他看来，

好的公共标识系统不是封闭而是开

放的，是永远可以迭代更新的，和城

市的发展一起更新，和身在其中的人

们一起前行。 ———编者

上海每个人都接触过他的设计

◆ 言尔

这种“日常”曾是奢望
上海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空中飞人”。

杨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的日常：从国外某

个机场或国内某个城市机场飞往上海浦东
的机场，落地、安检、入关、行李提取、乘磁悬

浮、转地铁……凭借一系列清晰、明确的公
共标识和好看、易懂的导向符号，沿途不用

问路，也不用打开手机里的交通应用，他都

能流畅地到达目的地。“很简单，就是跟着导
向标识走！”

上海的地铁里，每天工作日高峰时段有
近千万人在匆匆赶路；更有无数来自天南地

北的人们通过地铁探寻这座城市。这里，
没有频繁的问路、换乘的困扰、迷路的担

心……每个人依照导向标识，各行其道，如
期抵达。

但这种日常，在 20多年前的上海，是一
种奢望。在机场等交通枢纽，人们习惯的是

不断问路。问询台前往往挤满了人。公共标
识系统设计专家冯导及团队努力了 20 多

年，终于改变了这种状况。谈及投身此项工

作的初心，冯导说：“1995年当我留学归来
回到上海，感到我们的公共标识系统太落后

了。欧美有些地铁或机场虽然很老旧，但它
们的导向标识却大多会更新最新的设计。而

我们出行或者到某些公共场所活动，常常要

找人问路，耽误时间、体验差。既然看到了差
距，就要设法改变。”这份责任，担起来就是

26年。

不是画个箭头那么简单
冯导毕业于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后赴

日留学，侧重于研究视觉艺术和视觉设计，

对公共建设、公共交通领域做了很多前瞻性
的思考和研究。实践开始于 1997年，上海最

重要的地铁干线 2号线开始建设，冯导受邀
参与其中，他提出：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

市，未来必然要建设庞大复杂的快速交通系
统，也必然要应对庞大复杂的人流、物流、信

息流，人们对城市服务体系也会有越来越高
的期望，非但需要最科学有效的公共标识系

统来保障其最合理顺畅的运行，并且这些标

识的设计在审美上、文化上，与城市的文脉
和发展定位相呼应，为城市形象增色。“标

识”不是贴个图标、画个箭头那么简单粗暴。
“标识”是个整体解决方案，是个导向系统，

要以系统化设计为导向，综合解决信息传
递、识别、形象传递等功能以帮助陌生访客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冯导团队设计的标识系统与导向系统

两大部分，在 2号线、3号线“试水”，建成后
用户体验良好，出行运转顺畅。冯导参与了

此后绝大部分地铁线公共标识设计或改造。
通过不断完善和创新，上海地铁逐步建立了

自己的公共标识系统标准。现在乘坐上海地
铁之便捷，有口皆碑。天南海北来的人们，只

要边走边看导向标识，就能很便捷地抵达站
内各个你所选择的目的地，而且不同的出站

口所涉及的站外地标信息也非常丰富，方便
乘客选择最合理的出站口。

随着上海的建设步伐，冯导的设计逐渐

遍及这座城市：2006年起，对原来水泥浇筑

的上海道路路牌进行重新设计改造，采用铝

板＋金属结构组合，增加了门牌号码指示、反
射材料、双语。字体大小、高度等兼顾行人、

自驾车、公交车驾驶员视觉的判断；2007—
2010年，参与配合世博会的虹桥综合交通

枢纽（机场、高铁、地铁、磁悬浮）公共标识
系统设计，以及外滩导向标识系统设计；

2013—2016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一号航

站楼改扩建工程公共标识系统设计；
2014—2019年，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卫星厅

和捷运系统公共标识系统设计……冯导还
承担了港珠澳大桥旅检、交通、商业综合体

公共标识系统设计，中国—亚欧博览会主会
场新疆迎宾馆形象识别系统、公共标识系统

设计等。

公共标识是竞争力
谈到做过的最复杂的项目，冯导认为非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莫属。这个项目总面积

150万平方米，涵盖航空港、高速与城际铁
路、磁悬浮、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车、出租车

和自驾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是日吞吐量 110

万人次的超级交通枢纽。其特性体现为不同
交通方式之间存在 56种换乘模式，要求将

“零换乘”的便捷带给每一位旅客。面对这样
庞大复杂的公共标识系统设计，没有范本可

以效仿，怎么做？

冯导说：“这不是单纯的标识系统，是世
界级、国际化城市竞争的一个要素，我们要

从这个高度出发来做标识设计，才能做得
好。”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冯导团队在具体
设计中，处处考虑用户需求、处处体现城市

形象、处处实现管理有序：仅机场空间的导
向标识设计，就有分层图、平面图、立体与平

面结合图形以及旅客服务、餐饮或卫生间等
设施图标，一整套完整的“客流管理,信息图

形”标识系统，也是一整套细致、直观的管理
细节，帮助乘客不费口舌、少花时间，顺利找

到自己的方向和路径，拥有舒心、高效的出
行体验。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简洁、准确、有美感的公共标识，是一座

城市素质的最直观可感的证明。

从地铁公共导向标识系统设计开始，冯
导就提出了海派和国际的“辩证统一”：一方

面，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地域文化、思维习惯、

行为方式上的独特性，考虑上海城市发展的

定位和体量的独一无二；另一方面，公共标
识要跨越地域、语言、文化的障碍，直观地向

人们传递信息，要兼顾来自世界各国旅客的
理解力。

从小学习美术的冯导，对设计的视觉完
美性非常苛求。他追求设计与环境、建筑的

整体气质相吻合，要求体现中华传统审美的

高度，海派文化的温度，国际化大都市的包
容度和当代感，对哪怕任何一个小的标识都

绝不随意安置。比如：考虑到中国文字“方
块字”的结构特点，笔画多的远看容易模

糊，就不做过多的色彩加工，尽量简洁大
气，避免误解；考虑到车主找车不易，就不

用难记易忘的数字编号，而改成用不同的
水果、动物、建筑等直观的符号来标识车库

楼层和区域……正是这种人性化的贴心考

虑，成就了设计上的巧思，让每一位用户、每
一位出行者感受到了关怀和便利———这很

“海派”，也很“国际化”。
国内外项目团队来上海考察，对上海的

公共标识设计系统大为赞赏，到处打听设计
者。但冯导是个极低调的设计师，连百度都

很少搜得到他的资料。他笑到：“做公共标识
系统设计，不就是要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的效果嘛。”

有位日本朋友来上海，冯导本想去机场
接，对方却婉谢道：“上海的路很好找。”果然

她从浦东国际机场出来后，先乘磁悬浮，再
乘 10号线，顺利到达南京东路冯导的办公

地点。这句“上海的路很好找啊”，冯导觉得

是对他最好的奖赏。

好的系统会迭代更新
冯导觉得自己很幸运，他热爱的公共标

识设计事业正好碰上了上海大发展的历史

机遇。他回忆道，有一年，他日本的老师来到
上海，看到上海的发展以及他做的项目，感

慨万分：“我七十多岁了，一辈子没有机会参
与如此重大的工程！你的工作做下去，一定

会让上海老百姓生活的便捷程度超过其他
地方！”

冯导特别珍惜这样的时代机遇，在自己

承担的繁重设计项目之外，还积极参与了公
共标识系统标准的研究和编制：上海轨道交

通网导向标识系统设计、企业、行业、上海市
地方标准、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公共标识

系统设计、标准化手册、上海西极—虹桥商
务区核心区公共标识系统(步行)设计导则、

标准化手册等。由此，上海已经建立了自己
的公共标识标准，让这个相对“冷门”的领域

有规可循，并不断创新。
冯导谈到国内的公共标识工作，仍有很

多期许。他设想，交通管理的规范、公共安全
的要求、城市运营的思想，能够通过公共标

识得到系统、综合的表达。它同时是美的、有
文化的、带着人性关爱的。好的公共标识系

统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是永远可以迭代更
新的，和城市的发展一起更新，和身在其中

的人们一起前行。“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创新，
不断满足城市宜居宜行的需求，创造出更好

的公共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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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国际机场卫星厅彩绘玻

璃男-预防低头族厕所识别强化

■ 地铁站层图(曲阜路站)

■ 虹桥枢纽 2号航站楼标识

■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旅检楼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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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机场卫星厅标识系统动态显示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