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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锡 位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平 原 腹

地，是江南文明发源地之一。 无锡自

古就是鱼米之乡，素有米码头、布码

头、钱码头、窑码头、丝都之称，是中

国民族工业、乡镇工业、“苏南模式”
的发祥地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更成

为长江经济带、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的重要城市。
无锡历史文化资源丰富， 但从

年代和地域来看，都较为分散，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吴文化品牌、特色街

区、旅游景点等，在江南旅游中辨识

度不高， 对市内外的宣传力度也不

够。 所以，整合无锡的文化资源，把

纵向的历史文脉和横向的地域文化

内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具有

整体性的文化体系， 打造一体化和

系统性文化，提高辨识度、认知度迫

在眉睫。
地 铁 作 为 现 代 化 的 交 通 工 具 ，

在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巨

大的作用，每天约 30 万人次乘坐地

铁， 每天与地铁发生接触的市民接

近百万，加上地铁独有的、贯穿城市

的地理空间特性， 使得地铁这一通

勤工具在城市文化展示上， 显现出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何塑造无锡

地 铁 文 化 品 牌， 使 其 成 为 传 播、传

承、 发展城市文化独一无二的载体

值得深入研究。

一、 地铁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

要载体

无锡地铁作为无锡城市经济发

展的显著标志， 彰显着城市独有的

文化魅力。 伴随时代发展的地铁，其

文化价值早已跳出单纯交通运输工

具的角色定位束缚， 演变成为富有

城市特色的地域文化标志， 四通八

达的路网和精心布设的站点，承载、
表 现 和 丰 富 了 城 市 深 厚 的 文 化 内

涵，成为展示城市文 脉、特 质、形 象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地铁提升了城市格局品位

地 铁 建 设 推 动 了 城 市 形 态 发

展，优化了城市基本格局。 地铁运营

的开通和路网的拓展， 使地铁的价

值内涵不断丰富和凸显， 从解决交

通拥堵的初衷出发， 到促进城区各

业繁荣、拉动地产发展、激发远郊活

力，直至推动城市再造，在更广阔的

背景上铺展美好的愿景。 建地铁就

是建城市， 无锡地铁建设发展的十

年正是无锡城市建设大步发展的十

年， 地铁带动了整个城市框架的重

新构建，整合了城市要素，丰富了城

市内涵， 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深刻变化。 无锡地铁建设发展十年，
共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470 亿 元，为

无锡市跻身万亿之城、 启航高质量

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 地铁凝聚了城市整体合力

地铁建设举全市之力， 集板块

之能，显纵横之功，是资源整合的最

优载体。 地铁建设是我市建设史上

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涉及面广

的综合性基础设施工程， 涉及了全

市五个区，沿线街道、相关部门都为

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生项目注

入了无限的热忱， 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在无锡创新发展、产业强市的布

局推进中， 地铁建设还带动了本地

相关配套企业发展， 引进了轨道交

通相关产业落地。
3. 地铁改善了城市生活品质

地铁作为一种运量大、速度快、
污染少、方便舒适、安全便捷的交通

工具，有效地缓解了市域交通压力、
解决了居民出行困难。 地铁在扩大

了城市的同时也“缩 小”了 城 市，不

仅改变了市民的出行方式， 更潜移

默化地 改 变 着 市 民 的 生 活 方 式，在

极大地 改 善 城 市 交 通 环 境 的 同 时，
焕发了城市的整体活力， 提升了市

民的生活质量。

二、 无锡地铁文化展示现状与

不足

（一）文化展示现状

1. 车站建设与装饰。 无锡地铁

车站建设与装饰在设计之初就着手

考虑采用文化艺术墙的方式嵌入无

锡城市文化元素， 重点在装修风格

和材料运用方面来展现无锡的城市

特点， 比如 1 号线定位为吴地雅韵

的江南水文化，2 号线定位为无锡民

族工业的工商文化，3 号线定位为锡

城雅居，4 号线定位为自然生态。 车

基于城市文化融合的无锡地铁文化品牌塑造

■ 付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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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也 按 照 分 级 原 则 体 现 着 城 市 文

化， 比如 1 号线市民中心站天花中

心 区 域 是 无 锡 市 花—梅 花 造 型，南

禅寺站柱面丝印的国画 “荷花”，大

学城站以青年人和书海为主题的浮

雕，胜利门站融合 1 号线 24 个车站

重要文 化 景 点 的 广 场 石 浮 雕 等，三

阳广场站中心的城市之心雕塑区域

更是将太湖石、 太湖水和现代创新

有机结合。

2. 文创票卡。 无锡地铁将纪念

票卡作为传播地铁文化和城市文化

的重要平台，在 2015 年 1 月，也就是

1 号线开通 6 个月后就推出了第一

套《羊年吉祥》生肖 纪 念 票，拉 开 了

无锡地 铁 纪 念 票 卡 文 化 创 新 序 幕。
先后推出包含 《阳山桃花》《荣氏梅

园》《天下第二泉》 等主题的无锡印

象系列，包含《紫玉金砂》《泥塑雅韵

大阿福》 等主题的民俗系列， 包含

《寄畅园知鱼槛》《鼋头渚百年纪念》
《琅韵书香（岳麓书院和东林书院）》等

名家系列……不同内容的纪念票从不

同角度反映着无锡悠久的文化历史，
映衬着这座古老而新兴的城市。

3. 主题列车。 主题列车是无锡

地铁又 一 个 新 颖 的 文 化 展 示 窗 口，
主题专列将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有

机结合， 让乘客在列车中身临其境

感受城市文化。 例如：2017 年 7 月 4
日无锡地铁推出的 “连环画专列”，
该列车主要配合无锡地铁方面发行

的连环画限量票卡， 其立体精美的

画面，把乘客带回儿时的岁月。 无锡

地 铁 与 中 国 国 家 地 理 一 起 推 出 的

“天空的精 灵”专列，在 列 车 中 用 剪

影猜谜的方式让乘客在美的享受中

体验了保护鸟类的重要性。 中共无

锡 市 纪 委 与 无 锡 地 铁 联 合 打 造 的

“崇德倡廉”廉洁文化专列用寓廉于

乘、 寓教于行的理念将廉洁文化融

入地铁。

（二）存在不足

1. 缺乏系统性。 无锡地铁文化

展示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在设计

之初并没有深入研究无锡文化体系

和脉络， 只是零星地融入了一些城

市文化元素，比如 市 花、名 胜 古 迹、
著名人物等， 更多的是在后期企业

文化开发和商业创造过程中逐步建

立和完善起来的， 缺乏顶层设计和

通盘考虑。 反观南京地铁，则是按照

“交通艺术、古城底蕴、地铁文化、雅

俗共赏”的总体设计思路，设计建造

文化艺术墙， 例如：1 号线以南京城

市地域文脉为主题打造 11 座特色车

站；3 号线以“红楼文化”为主题打造

了 9 座特色站点，再现红楼梦经典场

景；4 号线以“宁人伟业”为主题，打造

了 8 个车站。
2. 展示不直白。 无锡地铁各条

线路设计理念较为清晰， 但是表现

手法、展现形式过于隐晦，与地铁接

触的人群多数是通勤群体， 在地铁

范围内停留时间不长， 很多乘客尤

其是外地游客并不能完全理解特色

车站及装修风格展示的城市文化内

涵。 而西安地铁则是遵循文化元素

服务地铁运营需求的原则， 结合城

市大雁塔、泰姬陵等地标性建筑，建

设 “天竺佛光” 主题车站、“一带一

路”专题列车、“大秦腔”车站文化墙

等系列文化项目，用直白的壁画、图

案以及文字， 大篇幅地表达着城市

文化。
3. 媒介不丰富。 无锡地铁重点

打造了特色车站、 纪念票卡和主题

列车，但是由于车站内容不鲜明、纪

念票卡受众小、 主题列车存续时间

短等诸多因素导致文化传播效果不

佳、市民的文化印记不深，这主要还

是在于无锡地铁传播媒介不够丰富

造成的。 武汉地铁则是通过雕塑、壁

画、艺术橱窗等表 现 形 式，建 有“楚

汉风韵”“汉正印象”“黄鹤归来”“老

火车头”等特色车站，反映了武汉的

悠久历史、传统文化、著名建筑以及

传统工业， 用车站艺术博物馆的方

式讲述着武汉的城市文化。
4. 内容较单一。 无锡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浓厚的人文， 而无锡地铁

所表达 出 来 的 文 化 内 容 蜻 蜓 点 水，
没有从深层次、 多角度反映无锡这

座拥有三千年历史和近现代工商业

发祥地城市应有的文化特质， 也缺

乏必要的融合与创新。 南昌地铁汲

取南昌非遗文化———“排工号子”的

时代营养，通过将若干双声、叠韵词

汇有意集中在一起，组成简单、有趣

的语韵，形成南昌地铁独有的“小鲜

鹭”志愿令，同时形成了具有地铁特

色的“小鲜鹭”志愿服务队。

三、 打造彰显无锡文化特征的

地铁文化

把地铁文化打造为富有城市特

色的地域文化，承载、表现和丰富城

市文化深厚的文化内涵， 发掘地铁

文化的潜力， 把城市文化融入无锡

地铁的装饰、文化墙、广告、纪念活动、
主题车厢、系列展览、主题票卡等，使

地铁成为无锡城市文化的标志。
1. 在彰显精髓上下功夫。 要进

一步研 究 无 锡 文 化 体 系 和 脉 络，从

表现形式到文化内涵、 从展示手法

到表达内容都要认真研究， 形成无

锡 地铁 文 化 建 设 的 总 体 设 计 思 路。
将传统 文 化 和 时 代 特 征 有 机 结 合，
将历史 瑰 宝 和 创 新 技 术 有 机 融 合，
形成一套符合无锡和无锡地铁实际

的文化建设体系。 表现的内容也要多

维度多角度地反映无锡文化，从吴文

化、工商文化、运河文化、东林文化等

各个方面整体呈现，让市民走进地铁

就能了解无锡，走进地铁就能感受无

锡，走进地铁就能喜欢无锡。
2. 在建筑展示上下功夫。 在无

锡地铁车站建设中融入无锡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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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商群体中， 荣氏家族无疑

是其中的佼佼者。 毛泽东曾评价称

“荣 家 是 我 国 民 族 资 本 家 的 首 户 ”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政治卷 ［M］.北
京 ：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2005：
1576.）。 由家族所经营的荣氏企业创

造 了 20 世 纪 中 国 民 族 工 业 发 展 的

神话。 而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地位，离

不开荣氏企业对于先进理念的积极

吸收，其中，对于以“泰罗制”为代表

的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引进运用

在当时 起 到 了 开 风 气 之 先 的 作 用，
不但使自身得到发展， 也促进了其

他锡商企业的转型升级， 从而推动

了整个锡商群体的壮大。

一、“泰罗制” 在中国的引进与

传播

在西方， 随着生产性质的变化

与生产规模的扩大， 人们开始探索

如何通过改革生产组织形式而提高

劳动生产率。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

泰 罗 于 1911 年 出 版 《科 学 管 理 原

理》一书，系统论述 了 所 谓“科 学 管

理”的理论体系，即 人 们 俗 称 的“泰

罗制”。 “泰罗制”开创了西方管理理

论研究的先河， 泰罗也因此被称为

“现代管理学之父”。
由于主张通过在企业中建立明

确的制 度 与 标 准 以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泰罗制”适应了资本主义垄断时期

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在当时得到

广泛宣传与实践。 穆藕初于 1916 年

将《科学管理原理》一 书 以《工 厂 适

用的科学的管理法》之名译成中文，
并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成为 “泰罗

制”进入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
杨 杏 佛 于 1917 年 在 中 国 科 学 社 年

会上宣读论文 《科学的管理法在中

国之应用》， 张廷金于 1920 年出版

了《科学的管理法》。 进入二十世纪

20 年代后， 大批自欧美留学归来的

技术人才开始将包括“泰罗制”在内

的理论运用于企业的管理中， 促进

了“泰罗制”在中 国 的 进 一 步 普 及。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嗅觉敏锐的荣

氏企业发现了“泰罗制”所具有的积

极作用，并开始予以引进运用。

荣氏企业引进运用“泰罗制”管理方法探析

■ 顾亚欣

化， 在建筑风格和装修风格上充分

展现吴文化特征， 打造契合运河文

化的特色车站， 设计建造反映无锡

城市历史文化的文化墙。 将无锡的

特色建筑、标志性建筑、重要历史文

化遗 产 等 整 合 浓 缩 后 搬 迁 入 地 铁，
建造能表达无锡城市文化的地铁特

色景观。 在满足安全设计标准的前

提下，可以建造特色文化橱窗，比如

可以建造用于摆放无锡高品质工业

产品的展览橱窗， 可以建造用于陈

列无锡精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

橱窗， 可以建造用于展示无锡优秀

企业的宣传橱窗。 用建筑加实物结

合的方式建设一个无锡城地下的城

市博物馆。
3. 在创新载体上下功夫。 在深

入开发现有地铁纪念票卡和主题列

车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掘反映无锡

文化和地铁文化的传播载体。 现在

的传播载体主要是通过视觉感官来

展现，今后可以创新传播载体，通过

听觉、 触觉和味觉等多种感官来呈

现， 让进入地铁的市民和乘客能多

维度的丰富地感受无锡文化。 比如：
建设可以随着步行速度的变化响起

无锡的特色音乐视听走廊， 在商业

区域有 规 划 地 建 设 无 锡 美 食 街，与

党建联盟单位共同打造定期演艺无

锡传统剧目的艺术角。

4. 在特色服务上下功夫。 在吴

文化 “至德尚文” 的文化精髓指引

下，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角度，无锡

地铁树立打造 “安全地铁、 品质地

铁、幸福 地铁”的企 业 目 标，让 每 一

位乘客在地铁中感受到幸福成为每

一个地铁员工的工作方向。 无锡地

铁根据乘客的出行需要推出各种便

民贴心服务。 比如：让乘坐高铁地铁

乘客能无缝衔接的铁地联乘， 为地

铁建设周边居民服务的地铁、街道、
施工 单 位“铁 三 角”，由 地 铁 员 工 组

成的畅心志愿服务队。
（作者单位：无锡太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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