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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目前中国街道导识系统设计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街道导识设计与城市视觉形象的密切关系，结合国内外优

秀的街道导识设计案例，论述了具有视觉品质的街道导识设计的意义与价值。提出了从秩序感、尺度感、材质感、色

彩感、艺术感、运动感等6个方面构建视觉品质的街道导识系统设计策略，目的在于为中国的城市规划部门提供一

种新的设计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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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current domestic situation of general street guiding design, it analyze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street guiding design and city visual image. It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street guiding

design with visual quality.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d from the sense of order, scale, materials, color, arts and sports six

aspects, constructed the design strategy of street guiding system of visual quality, aimed to provide a kind of new design

ideas and methods for China′s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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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与人们生活息

息相关的街道导识系统设计变得日益重要。然而，日

趋雷同的国际化设计风格充斥着周边的街道导识环

境，具有个性化的城市街道导识设计日益减少，街道变

得单调乏味、毫无生机。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
城市的生与死》中所述：“当人们想到一个城市时，首先

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有生

气，街道沉闷城市也沉闷

[1]

。”街道导识系统作为街道细

节的一部分，其视觉设计的精致程度，直接影响到人们

的城市生活及空间感受。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培育

街道导识的视觉品质，营造清晰的城市视觉形象，成为

街道导识系统设计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 街道导识系统与城市视觉形象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许多儿时美好的生活经验印

记，都与街道有关。在笔者的印象中，江南小镇狭长

的石板路、古色古香的特色招牌、传统建筑的风格布

局，让人感觉特别的舒适和惬意。昔日的街道导向清

晰而明确，人们在街道生活、购物、交流，孩童们在街

道嬉戏玩耍，街道处处呈现一番热闹的景象。可近年

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街道仿佛一瞬间趣味

全无，仅仅成了单纯的交通设施。高速公路、快车道

等，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形

象，人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街道已不再成为人们

停留的场所，只是从出发点到目的点的移动工具。人

们偶尔还能从一些保留较好的古城镇体会到城市文

脉的底蕴，大部分城市街道及其导识设计，单调地以

国际化标准在每个城市蔓延。特别是在商业利益的

驱使下，中国众多城市的街道布满凌乱的商业广告，

造成城市空间的视觉污染和人们视觉生活品质的下

降，城市人文特色消失殆尽。人们无法从目前中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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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街道的标识设计中识别出不同城市特有的历

史文脉资源、特有的建筑形制、特有的民俗风情，处处

体现的是空洞、乏味的“国际化”设计的风格印记

[2]

。

去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人可能都有一种强烈

的感觉，漫步在城市街头，感受到的是城市的品味与

细腻。城市街道雅致、色彩协调，街道两旁的建筑、沿

街设施、标志牌与整体景观十分和谐。如西班牙巴塞

罗那格拉西亚大道,街道两侧复杂外观的建筑、古老

经典的灯具、适度装饰的长椅，蓝灰色调的地砖，共同

营造了街道整体导向的优雅气质。特别是天才建筑

大师安东尼奥·高迪的设计更是赋予了街道浓烈华美
的艺术气息，行人在街道行走的同时，感受更多的是

一种莫大的视觉享受。2010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美好精致的生活，不仅体现在物质方

面的需求，还应该考虑人们视觉审美的心理需求。如

果因为商业利益的趋势，让城市街道充斥大量不协调

的商业广告、线条杂乱的街道标识牌，那么生活的美

好也无从谈及。因此，设计师有责任与义务去创建优

秀的街道导识设计，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美好的视

觉环境。

2 街道导识系统的视觉构建

这里所指的街道导识系统，泛指与街道空间视觉

环境有关的一切信息的传达系统领域。具体地讲，街

道两旁的标志性建筑、街道上的公共设施，如道路交

通标识、商业标识、公交车站台标识、地铁出入口标识

等均属于街道导识系统范畴。概括来说，街道导识系

统的视觉构建，应综合考虑以下设计因素。

2.1 秩序感

贡布里希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知觉偏爱简单结

构、直线、圆形以及其他的简单秩序。人们在混乱的

外部世界里往往易于看清的是这类有规则的形状，而

不是杂乱的形状

[3]

。在当今城市高楼林立、竞争激烈

的商业时代，沿街的交通标识导向、建筑导向、景观导

向等设计，只有遵循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节奏和视觉

秩序，自觉维护城市空间的整体视觉布局，才能有效

传递信息，满足人们视觉的需求。街道导识井然有

序，信息清晰可辨，方可营造城市清晰的形象。美国

在此方面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如在纽约最繁华的曼

哈顿区时代广场，巨幅霓虹灯电子商业广告牌也都经

过了精心的设计和严格管理，炫目但不凌乱，设计师

潜心建设和维护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秩序，见图1；美

国的道路交通指示系统，经过统一化设计，与街灯、信

号灯整合在一起，理性地维护着城市的空间流线，由

于没有商业广告的过度干扰，看起来信息清晰而明

确，见图2。中国的许多街道，由于没有考虑整体秩序

关系，设立了形状、大小、颜色、材质不一的许多导向

牌，破坏了街道的轮廓线，造成了信息的过度泛滥。

可以说，和谐的街道视觉秩序直接体现了一座城市的

文明水平与审美修养。

2.2 尺度感

每一条街道都有自己的配置，它们存在于街道

的肌理中或街区当中，在更加精细的尺度上，则存在

于建筑之间与场所当中

[4]

。街道导识的尺度空间应

与整体街道场所环境协调，尺度过大或过小，都将影

响街景的空间关系及人的视觉感受，导识尺度空间

设计均需以人的尺度为衡量标准，从人的心理需求

出发综合考虑。欧美等国家对城市广告牌、交通标

志等设施管理十分严格，甚至通过立法严格控制标

志牌的大小比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蒙特

里市法规第 31章《有关城市广告、标志色彩使用的法

规》中规定：“在该地区设立标志的性质，以及标志与

其所处地点在内容、色彩、材料、设计等方面的兼容

性。在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和历史性建筑物上的标志

应该尽量小，并且要与历史背景相一致

[5]

。”正因为有

图 1 纽约时代广场商业广告

Fig.1 Advertising of New York Times square

图 2 纽约街头交通指示牌

Fig.2 Street traffic signs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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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严格的制度约束及管理，美国大部分的城市街道

标识与周边环境保持着严格的尺度关系。如纽约在

人行道附近设置的交通指示牌、人行指示牌，与街灯

及周边建筑保持着协调的比例关系，有效信息十分

醒目，指示牌小而精致，给人的视觉感受亲切自然。

目前中国街道越扩越宽，街道导识越做越大，传统精

致的步行街道日益变更为车行街道，生活尺度的变

更，使许多街道导识失去了昔日的亲和力。中国设

计普遍盲目求“大”，确实值得反思，殊不知“小空间”

同样蕴含着诗意与生活气息。

2.3 色彩感

看一座城市的品质文化，街道导识的色彩配置是

最为直观的方式。色彩作为视觉效果中影响最显著

的因素，是打造环境氛围、塑造视觉效果的重要表现

手法

[6]

。欧美大部分城市街道在导识色彩的设计上充

分考虑了城市环境的“图-底”关系。如法国巴黎街

道，无论是交通系统，还是商业系统、休闲系统导向基

本都是以沉稳的绿色调为主体，绿与白的色彩搭配唯

美而优雅，足以体现城市的品味；英国伦敦街道，由勃

艮第红为主调，中国绿与中黄色为辅色构成的红色双

层公交大巴，在灰黄色基调的城市色彩衬托下，成为

伦敦流动的重要导向识别符号；丹麦哥本哈根的橙色

车体和路牌一目了然，信息识别性强，与车辆经过的

街区背景十分协调，让人们在视觉上、心理上都得到

了愉悦的满足；美国纽约大部分街道，醒目而清晰的

黄绿色的行人指示标识，连续性的明亮的色彩彰显了

对人性的细微关怀，见图3。相比之下，中国大部分城

市的街道导识在色彩的统一性上差强人意，特别是商

业广告色彩污染严重，干扰了有效信息的视觉识别，

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因此，在色彩识别的构建

上，需要以城市街道景观的整体色彩关系为前提，遵

循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规范，创造出与环境色彩

协调一致的标识系统。

2.4 材质感

材质对街道导识有着重要的影响，材料表面的色

彩、光泽、肌理等都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感知。玻璃、铝

合金、不锈钢、水泥、大理石等当今流行的载体材质，

自从大工业生产以来，在国际主义设计主张下大行其

道，但材质的冰凉、刚性的特性，往往让人感觉冷漠，

缺乏热情。而传统材质的使用，反而会让人产生耳目

一新的视觉感觉。如西班牙格拉西亚大道巴洛克风

格那精良的铸铁灯具、标牌，优雅而精致；英国剑桥古

老街道上的铜造的街区模型地图，大气而朴实；巴黎

街头的搪瓷材质路牌，精致细腻、优雅大方。几乎可

以这样说，外形越简单，表面的处理就得越仔细，选材

也得越精良。这些品质是庸俗的风格和不加鉴别的

风格所不具备的。因此，它们成了真正的优美精致的

标志

[3]

。精美的标牌材质，彰显了城市的个性及高品

质的生活追求。

中国目前在街道导识材质的选择上更多地倾向

于铝合金、不锈钢等工业化建筑材质，虽统一但缺乏

个性。不过也有一些地方特色街道的标牌设计材质，

结合了城市的文脉特性，值得推崇。如北京著名的商

业大街——王府井大街，“王府井匾牌”标识设计，就

充分考虑了老北京的文化特色，浮雕样式与传统横向

牌匾结合的紫铜材质，显得极具皇家贵族气息，同时

也展示了北京城特有的城市文化形象。街道导识材

质的个性化选择，应从城市文脉资源中提炼历史底蕴

的地域材质，达到与周边环境的最大化的协调统一。

2.5 艺术感

功能性并非导识设计的唯一目的，艺术性的设

计，才能使人在接受信息的同时识别生活的品质。一

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其沿街的建筑物及其相

关配置自然也显露出一种艺术的气息。欧洲精致的

静态标识、怡人的街道、丰富的生活，正折射了一座城

市的宁静和文化品质。法国巴黎街道独特的艺术底

蕴和艺术风格，给游客带来丰富的灵感和遐想。设计

师吉马德更是赋予了巴黎地铁入口导向无与伦比的

艺术美感，人们在识别地铁入口信息的同时，也会停

留下来慢慢品味设计艺术的魅力，见图 4。这种在生

活中普及的艺术熏陶，比单纯地进博物馆、美术馆更

能提高民众的视觉审美情操。试想一个单调乏味、缺

乏艺术气息的城市公共环境，是不可能带给城市居民

高品质的视觉享受的。当大家在细心品味欧美等一

图 3 纽约街头行人指示标识

Fig.3 Street pedestrian signs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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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发达国家导识设计精湛的同时，也在反思着自己的

差距。在遵循导识标准化设计的前提下，保留城市特

色街道自由、轻松形态的个性化、艺术化特征，不失为

街道导识特色化的有效实施策略。

2.6 运动感

街道是人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场所，人在街道移动

所产生的运动线路、人的视觉习惯及经验印记对识别

街道导识设计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设计师应该更多地

关注人流移动的节奏及频率，从多维角度体现街道的

品质。传统的街道空间处于慢速的视觉生活环境，行

人有充足的时间识别环境，可以随时停下来欣赏街

景。而如今的街道更多的是车辆行驶的快速车道，出

现更多的是指引人们安全行驶的交通标识牌，人在街

道的活动空间反而减少，圈定在城市有限的商业步行

街领域。因此，有必要保留城市历史文化的遗存特色

区域、特色街道，延续城市的文脉精神。街道导识设

计应该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正是在街道导向标

识的指引下，作出方位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人们

在期间的运动频次，更能折射一座城市的生机或沉

闷。经得住欣赏的导识设计及街道景观，才能让人们

乐于在街道多次往返。正如巴黎市民对自己街道的

历史和传统非常自豪，对街道标牌非常喜爱一般，慢

速的视觉生活环境，或许能带给人们更多的生活品质

空间。

3 结语

街道导识系统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了很大

影响，清新明确的街头指示设计使人在获得信息的

同时，也识别了特定环境的地域人文精神，欧美等发

达国家的街道导识设计为大家提供了范例。中国其

实不乏许多特色街道，如北京的胡同、南京的夫子

庙、上海的里弄等文化气息较浓的传统街道，其导识

设计均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只是近年来在城市高

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偏离了设计的初衷，一味地以国

际化设计标准要求自己，失去了原有的特性。因此，

设计师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规划方案，精心安排

和设计街道的每一个细节，以“是否使得街道变得更

加美好”作为评判设计的标准。一条伟大的街道应

该是人们最想去的地方，人们愿意在其中打发时间、

生活、娱乐、工作，于此同时伟大的街道对于城市形

象的塑造应该有显著的作用

[4]

。让街道更美，让导识

设计回归生活的本质，这才是设计师最终的目的与

设计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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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巴黎地铁入口标识

Fig.4 Entrance signs of Paris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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