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地铁月台中见众生见自己
【文/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图/受访者提供】

人潮涌动的上海地铁中，

每个摩肩擦踵的人都在努

力地为生活和梦想奔波。

而在这生动的都市地铁景

象背后，“隐藏”着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熟悉却又陌生

的元素，诸如导视系统、视

域和月台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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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0后大三学生杜天昊眼中，地铁就像一个小世

界，安检员、警务员、步履匆匆的上班族和学生……地

铁月台不仅是交通站点，也能通过地铁视觉设计映射

出这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正因如此，就读于上海视觉

艺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的杜天昊决定将地铁月台作为

他专业课作业的主题，并出于分享设计的想法，他以

《月台platform》作品报名参加小红书设计大赛，让更

多人关注身边、关心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人文元素。

灵感源于童年的一次遗憾经历

对大众而言，地铁车站是人们生活中接触最频

繁、关系最密切的地方之一。一个简洁、和谐、统一

的导视符号，一处新艺术风格的暖光，都能为阴冷的

地铁空间融入人文关怀。谈及参赛作品《月台plat-

form》灵感来源，杜天昊说，这和童年时一次有些遗

憾的地铁乘坐体验有关。当时他在一座城市看到有

个名为苹果园的地铁站，怀着好奇心，他兴致勃勃地

乘坐至苹果园站。然而，令他有些遗憾的是，到站后

却发现，整个地铁站没有任何与苹果园相关的艺术

设计。

在杜天昊看来，地铁月台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和

大部分人都息息相关，但又因我们常常坐地铁，地铁

月台成为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空间，我们通常不会认

为坐地铁是个充满仪式感的行为。但随着城市的发

展，不同时期修建的地铁月台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

化和城市的人文关怀。

走在上海的地铁里，仿佛能穿梭时空，感受到城

市公共交通和人文关怀的变化。为了最大化地放大

这种反差感，杜天昊在《月台platform》印刷物中，以

上海静安寺站作为主要对象。车站的导视符号是最

直观、最常用、最贴近乘客的设计，因此尤为重要。“不

同时期修建的地铁，导视系统的线路会不同，静安寺

站分别有2号线、7号线和14号线。三条线路开通的

时间，相距跨度比较大，相隔近10年，因此每条地铁

线路的设计风格都符合年代特征。在我印象里，地铁

的设计风格大多和2号线以及7号线相近，但是新开

通的14号线给我完全不同的感受。14号线通过光影

艺术的设计，给人一种非常现代化、科技感的感觉。”

在设计中展现地铁月台的气质

不仅城市有着专属气质，纵横在城市地下的地铁

同样有着独特气质。如何将印刷物通过视觉设计，传

递城市地铁月台的气质？杜天昊说，相较于最初的版

本，最终设计版本传递出更强的视觉风格。在用手机

拍摄地铁月台后，杜天昊利用3D扫描软件扫描出地

铁立体的空间，呈现出建模的视觉效果。随后，他将

换乘通道中换乘箭头的视觉元素进行统计和梳理，在

印刷物中用一个个小圆圈代表换乘箭头，并用不同圆

圈分别展示立面的箭头和地面的箭头。

在杜天昊看来，不同城市的地铁月台有着微妙的

不同，月台设计会反映不同地区的差别。让他印象深

刻的是，北京的地铁月台会有绘制北京街头、胡同的

景象，以及在天花板上橙白相间的拱形设计，相较而

言，上海有更多立柱设计。以上海14号线静安寺站

为例，能感受到色彩格调融为一体，加上灯光对于立

柱的渲染，提高了整体空间的层次美感。此外，不同

的地铁站站厅还会采用不同材质，人民广场站站厅壁

饰《万国建筑博览》选用不锈钢板材，静安寺站壁画

《静安八景》选用大理石和毛面花岗岩等。

对于地铁迷而言，导向标识设计可以看作一种视

觉化、流动的语言。导向标识设计作为环境信息的载

体，每种导向、标识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与语言

的表达。它们通过色彩、图形、材质等要素全面而细

致地表现视觉的感知及需求，并传达出关于环境的相

关信息，从而给予人们识别上的帮助。

设计者说

当杜天昊将《月台platform》分享在小红书

账号后，让他很惊讶的是，他意外地收获了不少

相同爱好者的留言，有不少观众说希望购买他

的设计作品，还有接到委托设计的邀请。“我很

高兴在网上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我

没有接受设计商单的邀约，因为我觉得我目前

还需要学习，继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对

于设计专业的学生而言，互联网给了我们更多

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