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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寻路绩效的导向标识系统连贯性设计研究

王 磊

（烟台大学，烟台 264005）

摘要：以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从提高寻路绩效的角度对导向标识系统中的“连贯性”特征作出分析。剖析了

促使寻路者对导向标识系统产生连贯性的成因，结合环境心理学理论提出了保持导向标识连贯性所采用的具体设

计方法，即合理配置标识形态、加强导向标识个体的关联性记忆设计、建立导向地图和容错设计。旨在优化城市导

向系统，提高寻路效率，切实发挥导向标识的“指路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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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find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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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Gestalt psychology theory，it gav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sistency of way-finding signage

system aiming at improving way-finding effects.It also investigated the causes of this consistency built by pathfinders.

Combined with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eory，it proposed specific design methods adopted to maintaining the

consistency of way-finding signage system.The methods are as follows：allocating signage configuration rationally，

improving the correlated memory design among each individual signage，establishing guiding map as well as fault

tolerant design.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optimizing city guiding system，improving way-finding efficiency，fully bringing

the guiding signage into play as a "guide".

Key words：space；way-finding；guiding signage；consistency

收稿日期：2013-03-07

基金项目：2012年度烟台大学青年基金项目（JZ12Z08）

作者简介：王磊（1980—），男，山东人，硕士，烟台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寻路行为作为人类与陌生环境的对话，是人类了

解环境、树立自我意识的前提条件，而寻路绩效除了

受制于人类个体因素外，还与外在信息因素密切相

关。一般来讲，环境信息和标识信息构成了行人寻路

的所有信息，而环境信息对寻路而言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因此标识信息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1]。寻路

者通过对导向标识信息的解读与推理，实现了对空间

结构的认知，其中“连贯性”地把握导向信息是寻路行

为的关键所在，是建立连续而清晰的空间线索的基

础。这里将围绕如何通过优化导向标识系统设计，实

现“连贯性”认知这一问题展开探索，以期有机衔接每

一个导向环节，建立通畅快捷的“指路”体系，从而增

强城市空间“可读性”，提高行人寻路绩效。

1 连贯性

在人们用语言表达“连贯性”这一概念时，更多的

是对事物客观性质的描述，但仅仅体现了事物表层的

结构关系。从感觉认知的角度来看，“连贯性”则是指

人的大脑固有的对外来刺激的心理修正能力，即大脑

根据既有的心理图式，保持一种“连续”或不变的感觉

的能力[2]。可见，“连贯性”是人从对象整体的角度出

发而对之形成的心理认知，具有“完形”的基本特征。

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研究中，“完形”不是一种纯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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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原有的，它是在客观事

物的物理刺激下由人的知觉进行积极组织或构建的

结果。阿恩海姆的“同形同构”理论也认为，正是由于

客观对象的物理组织结构与感知主体人的生理与心

理机构达成了一致，主体心理才能表现出与客观对象

同构的情感反应。由此可以看出，认知连贯性是一种

主动行为，是否存在连贯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事物本身

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能否在人的知觉经验中形成“同

构”效果，因此，真正要研究的连贯性是作用于主体人

能够形成“同构”反应的心理对应物，以及能生成、能

存储、能提取连贯性效应的主体心理结构。

导向标识的认知一般遵循感知——比较——分析

——反馈这样的逻辑过程，而是否具备连贯性特征是

处于对客体的比较、分析这一环节。当寻路者看到导

向标识时，会不自觉地依靠已有的信息来形成一个判

断的参照体系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已有的信息来源

于对生活的积淀和视觉经验的积累。当所感知到的导

向标识与参照体系相互匹配则能够建立整体印象时，

那么即存在连贯性特征；当与参照体现相矛盾时，寻路

者心理就会产生排斥感，对其连贯性产生疑问。可见，

导向标识的连贯性特征是由标识本体表象和寻路者的

生活体验、视觉经验的积淀这两部分融合而成。

2 保持导向标识信息“连贯性”的措施

既然“连贯性”具有一种客体存在的表象特征被

人认知，那么导向标识信息之间要“体现”出相对的连

贯性，就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在客观存在的标识

本体上设计出符合人脑对固有图式的认知形式，达到

主客两方面的“同构”效果，使外在对象与内在心理一

致，才能产生连贯的心理体验和完形审美快感。

2.1 合理配置形态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类具有不需要学习的组织

倾向，能够使人类在视觉环境中组织排列事物的位

置，感受和知觉出环境的整体与连续。可见，导向标

识要被获取、被说明、被理解的前提是用在特定的决

策点上，即出现在“适合”的位置，这些位置往往是具

有建筑特征信息的地方，如建筑的入口、转角、交叉口

等，当人们置身其中时，通过导向信息得到的是空间

的局部与细节信息，并将这些细节有机地拼凑在一

起，让头脑中的空间意象得以完整和深化[3]。科学合

理的导向系统配置形态是导向标识连贯性设计的结

构性基础，它将一系列连续出现的刺激融合成一条连

续的线条，使寻路者在知觉上能够产生时空的连续

性、合理的预期以及适当的感知深度。从目前导向标

识的应用情况来看，较为常见的配置形态分为网络

型、阶层型和线型三类，它们的配置特点不同，应用的

区域和情况也有区分。

网络型配置呈网格化分布，提供平均化的、连续

的空间信息，在城市交通、商业、文化设施密集区域较

为有效，可对应空间中的所有移动路线；阶层型配置

主要适用于行动具有比较明确的起点，而终点不确定

的区域，如车站、地铁站等，相比网络型它能够更加有

效地起到引导作用；线型配置是指明确了起点和终点

而在线路上设置导向标识的配置模式[4]，如高速公路

出口阶段的诱导标识设计就采用了线性配置形态，通

过箭头和地名结合的表达方式，间隔分布，连续指示，

最大程度地确保了司机对信息认知的连贯性。

2.2 加强关联性记忆设计

凯文·林奇认为，人的寻路能力来自于对外界环

境的明确感觉所形成的连贯和组织，而这种“明确感

觉”其实就是寻路者通过对大量信息间的关联性认知

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要在导向系统中保持信息的连贯

性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寻路者对导向信息的

关联性记忆[5]，达到认知的“完形”效应。

2.2.1 安装标准统一

安装标准统一首先表现在整体形式相似、标识载

体相同上。调查表明，导向标识装置通常在能阅读之

前就被认知到，依靠的就是相同或相似外观造型和材

质的反复出现、反复刺激。通过大量的统一形式的反

复，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就会潜移默化地在脑中进

行有意识的整合，建立完整准确的认知印象，把它们

从那些与之不相似的要素中分离出来，形成具有视觉

连续性的整体。例如，在前一个标牌出现后不久人们

就可以通过形式辨认出其他一些标牌，提前预感标识

内容是否是所需内容，保证在第一时间找到同类型的

导向设施，大大减少了标识的辨别时间，提高寻路绩效。

安装标准的统一还表现在导向设施安装位置的

一致性上。人们在寻路过程中不仅被动地接受导向

信息，同时也在主动地寻找信息，这也是源于对连贯

性的依赖。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想要找的信息位置，那

么他就会减少在空间中寻找的区域，把注意力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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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集中在某一点上。例如，中国美院利用标识位置

的可预见性，将所有楼宇的标识都安装在入口处的墙

上，这样人们就很容易认出并记住他们的位置，是保

持导向信息连贯性，避免遗漏标牌而导致迷路的有效

措施。

2.2.2 力求信息表现一致

导向标识连贯性还体现在信息表述方式的相似

性上。按照格式塔的图形理论，采用接近、相似、连续

的图形手法能够使外界的刺激达到一定的强度，由此

能够引起更为有效的视觉感官反应，所以，如果人们

熟悉了导向标识的信息表述形式，那么在认知过程中

就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认知习惯，遵循这种规律的导向

标识在视觉上就会更加容易被感知，从而在本质上为

寻路者提供可以再次利用的基模，提高寻路效率。这

种信息形式的一致性表现在标识的信息登载标准、信

息表现标准及信息设计标准的一致性上。新的德国

联邦政府机构的公共导向设计见图 1，统一采用造型

简洁易读的Akzidenz-Grotesk和Rotis字体作为标识文

字的字体设计，用于介绍当前位置和周边环境信息，

配置箭头符号指示目的地所在方位。同时，导向牌的

界面设计也是统一的，左上端标记德国联邦政府“鹰”

的标识，提示寻路者此类标牌信息内容与政府有关，

导向牌的左上位置登载前方和左手方向的环境信息，

右下位置登载右手方向的环境信息，暗示性的排版设

计符合一般人群的心理方向认知，提高了辨别速度。

在德国联邦政府周边分布了许多类似的导向标牌，串

联起了不同流向的行进线路，使寻路者在使用时更快

捷、更清晰地获知信息。由此看来，标识在图像上和

形式上的连贯性保证了信息在寻路者潜意识中的整

合性，有利于建立完整的认知印象。

2.3 适时建立导向地图

导向标识中的文字在标注地名、距离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但在描绘方向、空间结构方面却显得

“力不足”。当人们面对陌生环境时，文字标识信息不

仅无法清晰、快速表达空间整体意象，反而还会加重

视觉疲劳，增加思维负荷。这时寻路者往往希望提前

获得对周边环境的综合认知，包括方向、距离，甚至时

间关系的信息，那么导向地图的设置就可以满足寻路

者清晰、快速理解地理空间的客观需求。通过导向地

图，寻路者可以以更清晰的逻辑梳理出复杂的概念关

系，并获得对空间信息概括梳理的理解与把握。特别

是在决策点的导向地图更容易帮助人们判断位置，作

出正确决策，真正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导向信

息之间的衔接搭起桥梁，保障信息的连贯畅通。法国

巴黎市区中心的导向标识见图2，在交叉口、转弯处或

环境较复杂的区域位置的标牌上除文字、图形符号指

示信息外，还设置了介绍周边环境空间的区域性导向

地图。因为观察者的方向和角度不同，所以每张导向

地图的内容都基于观察者的位置而有所不同，但是所

有的导向地图的表现手法和视觉变量的形式感都是

统一的。首先，图面上通过图形设计显示了重要的地

标位置、连线和线路，将实际空间概念化表现，配合文

字标注达到易懂的目的，方便了寻路者的快速识别。

其次，将寻路者在图上的位置作为坐标原点，介绍周

边 1~2 km范围内的空间信息，方便寻路者快速定位，

具有非常强的视觉传达功能性，便于建立周边空间整

体印象。

2.4“容错”设计

导向系统的设计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人们

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误，造成信

息链的断裂，导致寻路效率降低，因此，导向系统需

要根据人们寻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错误来制定相

应的设计，使人们就算出错也能进行修正，达到正确

（下转第76页）

图1 德国联邦政府机构公共导向设计

Fig.1 The way-finding signage of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图2 法国巴黎市区中心导向标识

Fig.2 The signpost in Paris c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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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也是保持导向信息连贯性的重要措施。如城市

道路中经常出现的禁行标识其实就是一种在信息上加以

限制的容错性设计，当寻路者对之前导向信息产生理解

和执行错误时，此类标识会将寻路者规劝到正确的行进

路线上去。再如，在导向设施中可利用色彩、字体等元素

进行信息层次划分的设计，将主次信息以不同的设计形

式展现出来，重要的信息放置在主要位置，使用大号字

体、对比强烈的色彩搭配，次级信息置于导向标识下方，使

用较小字体、对比稍强的色彩搭配[6]。通过信息分层的设计

方法，一方面加快对信息的阅读速度，另一方面提示寻路

者对重要信息的关注，一定程度上防止人们在寻路过程

中由自身习惯而产生的下意识行动导致的错误，间接地

提高了寻路绩效。

3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类型和功能日

益提升，人们对城市视觉导向标识的质量与效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连贯性”作为寻路者与视觉导

向标识系统相互协调的重要保障，对寻路效率的提高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体现在认知过程的加

速性上，还反映在对空间信息把握的准确度上。在以

人为本的时代理念驱动下，为实现“连贯性”认知，在

研究个体导向设施表象化设计外，更要注重基于人体

生理、心理的本质化研究，充分考虑与使用者视觉感

知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人在寻路过程中真

正体会到设计带来的快捷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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