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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为导视信息设计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路和新的设计途径。方法方法 以阐述空间方向认知

理论为依据，分析商业外部的空间信息格局，论述导视作用下的方向认知。结论结论 作为空间“地标知

识”的商业建筑是否能吸引路人走进内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观整体形象和空间范围内的导

视信息的设计。对商业外部空间导视信息设计的分析研究，提出论证了商业外部空间中的导视信息

设计的构建原则、形式和方法，为具体的设计形态拓展了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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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provides the broader ideas and new design approaches for guide information design. To define the spatial
direction 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it analyzes the external pattern of spatial information，and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cogni⁃
tion under the role of guides. As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of space "landmark knowledge"，whether attracts passers-by into
the internal spaces，it depends to a large exten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the image and space design of
gu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guide information design of commercial exterior space，it proposed the demonstration of
construction principles，forms and methods of guide information design in commercial exterior space，to expand the innova⁃
tion ideas for specific desig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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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空间“地标知识”的商业建筑，能否吸引路

人走进内部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观整体形象

和空间范围内的导视信息的设计。在一个规模庞

大、空间复杂的商业区域，初级导视或者说是原始导

视借助不同形式类别的具有识别功能的载体引导寻

路者进入空间。其中商业区域识别是第一步，此处

若能顺利进行，才会有商业内部空间的导视形式。

1 导视中的信息界定

人的行为与空间的对话即为导视，导视的过程就

是空间信息传达和接收的过程。在符合人的认知和

体验规律下，导视过程中空间向人传达的信息可分为

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1]。显性信息是在人们需要确认

方位、寻找下一个目标时所需要借助的空间中一切可

以通过视觉认知的信息介质，比如建筑体本身、商标、

指示牌等信息[2]；而隐性信息是内在的，属于一个特定

空间的主题精神，它负责提升空间的品质，隐性信息

需要通过深层认知和深层体验才能获取，例如宏大雄

伟、亲切舒适、精致细腻等。

2 方向认知下的导视信息设计

商业外部空间是指相对于内部空间以外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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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空间，并非指商业以外的空间。就新兴商业空间

而言，商业外部空间的信息格局，也就是空间信息组

成，主要由广场、人行道、停车场这3种空间形态组合

而成。部分商业外部空间为了更好地吸引消费者进

入内部空间，还会增加车道连接入口、户外装置、喷泉

等空间信息，根据业态形态的大小、性质的不同，商业

空间外部的信息格局在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一般而

言，商业外部空间主要围绕中心主力建筑而展开布

置，中心主力建筑的外观设计、形态构造、风格类型都

将影响周边的广场、人行道等空间信息的设计安排。

在大的商业空间格局确立好后，广场上会出现各种推

广的商业艺术或商业雕塑、休闲座椅、公用电话亭、室

外照明器具等空间信息[3]。这些大大小小的空间信息

都势必直接影响该商业片区的人群。

商业空间导视是在空间信息的合理布局下进行

的，而要实现对整个商业格局的认知，首先就得要求在

导视作用下人们能够在复杂的各种空间形态中轻松地

发现该商业信息，并能准确地辨别达到该商业空间的

路径，然后根据目前所在的地理位置选择接下来的行

为方向[4]。进行商业消费活动人群导视的第一要务是

帮助人们建立准确的方向认知，避免商业空间在最初

的空间信息安排上就失去部分客流，造成间接商业利

润的减少。商业空间应尽可能地考虑不同消费类型人

群的心理，确保消费者清楚自己的空间位置，防止因迷

失方向而降低消费意识[5]。

3 商业外部空间的导视功能认知

随着消费文化观念的逐渐形成，人们在日常消费

中对视觉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此，探讨商业空

间的导视信息设计十分重要。一般而言，良好的商业

空间的导视信息设计应是内部信息导视和户外信息

导视两大系统的有机配合。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一

些商业空间的导视设计一直存在着对外部空间导视

功能设计的轻视。这里将商业外部空间导视功能分

为原始导视、综合立体导视和提醒导视3种，并对其重

要性进行论述。

3.1 原始导视

商业建筑外观形象留给人的印象，也就树立了以

建筑特征信息为识别的目标，形成对人的初级导视或

者说是原始导视[6]。留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消费者二次走入这一商业空间的可能性，导

视的主要功能是进行商业区域的识别，让人了解并产

生记忆。

商业区域识别的设计形式有很多，于建筑本身主

要是外观设计或者外观标识设计，建筑物正面的商店

的主要任务是向潜在的顾客传达此店或品牌的精髓，

并透过玻璃可以瞥见室内情景；建筑以外，可增加建

筑物周围的辅助公共性或者商业性设施进行强化记

忆，绝大多数情况下，商业门面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关

键，让顾客在走近商店并迈进店门的时候情不自禁地

产生喜爱之情[7]。

如美国的Apple店，见图1（图片摘自《商业空间设

计》杂志），作为其入口的10米高的玻璃通道与街道持

平。借助透明的玻璃电梯和楼梯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诱使消费者经由玻璃通道走入商业空间。商业建筑

外观的识别不仅可以通过与品牌相符的设计理念，也

可以透过特殊的建筑形态吸引消费者识别建筑。英

国伯明翰的SELFRIDGES商店就是借助动感的外形

设计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家百货商店被称作是现代

商业大楼的完美典范，见图2（图片摘自《商业空间设

计》杂志）。

3.2 综合立体导视

新兴商业空间环境错综复杂，在一个规模庞大的

商业外部空间区域，少量的导视信息载体已经无法解

决商业环境方向引导的问题。这时，信息岛形式的导

视设施开始出现，它是包括多种导视信息形式（文字、

图形、地图、色块等）、多种导视观看方式（地面导视、

立牌导视、地图导视等）的一种大容量信息的设施集

合体。一般情况下，在公交换乘枢纽、大型购物中心

的广场区域、文化艺术机构的入口区域等，都有一个

信息岛，以提供宏观完整的信息方向引导。比如维也

纳艺术中心广场上的信息岛，它为乘客提供了车站的

各类宏观信息，包括线路图、周边道路交通图、首末班

运营时间、临时公告等信息[8]。

图1 美国纽约的Apple店

Fig.1 The Apple store in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ity

图2 英国伯明翰的SELF-

RIDGES商店

Fig.2 SELFRIDGES store in

United Kingdom 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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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复合式的信息岛外，还有一种与艺术结合

的导视形式——户外雕塑。这种雕塑是具有导视功

能的雕塑艺术，它不仅是导视信息的载体，还具有艺

术性和趣味性，达到功能与艺术的平衡。导视设施与

公共艺术作品的结合，就产生了所谓的“导视艺术”，

也就是具有展示性审美功能的导视形式，是商业空间

环境里体现人文关怀的重要途径。与环境相融合的

艺术效果成为环境中人们识别空间的记忆点，更是辨

别方向的有力线索，是导视功能与户外景观设计相融

合的艺术设计形式。景观的巨大体量感与气势以及

导视信息在环境中一体化的效果，成为现代导视形式

中比较常用的表达手法。

3.3 提醒导视

人们通过建筑外观区域识别、建筑环境方向引导

确定了基本的商业消费活动地点。目标建筑出入口

方向导视就显得更加重要，它直接引导人们进入内部

商业空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步骤顺利进行之

前，人们自身的活动状态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步行，

也有自驾车与出租车等观察人群，他们的观察视线与

观察角度和直接步行的消费者的角度会有所不同，这

个因素也需要被考虑。

此时，主入口的外观造型以及表面附着的导视

信息要求以清晰醒目的识别性为依据进行设计，还

需要有优秀恰当的出入口方向导视，尤其是入口方

向导视需要反映商业品牌形象，因为入口处是室内

行程的起点，第一感受会影响寻路者对该空间的第

一印象。

4 商业外部空间的导视信息的设计方法

商业外部空间导视信息形式的确定就意味着需

要进行哪些具体的信息项目设计。这些信息项目的

划分应该具有明确的导视作用，因此，将商业外部空

间的导视信息作用主要划分为受众群组、锁定视线、

分类引导、逻辑诱导这4个方面，每个作用的顺利体现

需要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

4.1 受众群组

根据个人喜好和年龄的不同，在商业空间体验中

表现出明显的取决于主观情感的指向性，这种指向性

是商业空间对消费者的人群划分，即受众群组。商业

建筑设计师或是地产开发商是通过主题的不同来吸

引不同的消费客流的。而主题的创造，从视觉传达的

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某种视觉符号来表现的。对于

商业外部空间，主要是商业主力建筑的正面形象上的

图形构成设计，这里所指的图形构成设计包括表现商

业核心的建筑正面的招牌标识设计和造型设计。

4.2 锁定视线

当导视信息作为与众不同的或者新异的事物出现

时，就会使寻路者锁定视线，成为被注意的中心[9]。视

线的锁定主要体现在建筑主入口的设计上，成功的商

业空间主入口设计形式多样且富有新意。锁定视线主

要表现在商业建筑主入口的尺度和造型设计上，怎样

将主入口非常醒目地从整个建筑中表现出来，对人群

形成刺激引导，其设计方法主要是区别强调。

北京宜家家居城的主入口设计就形成了对游客

的醒目刺激，将互为补色关系的黄、蓝色块安排在不

同的建筑区域，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其中黄色相

对蓝色的明度更高，放在主入口的位置，刚好区别强

调了卖场的入口位置，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

4.3 分散疏导

在开阔的商业外部广场区域，人口的数量是相对

密集的，人们相互穿行在高低错落的各种空间信息

中。此时导视要起到的作用就是分散疏导，将大量人

群吸引到各个支干道路，然后进入各个空间区域。分

散疏导主要体现在建筑环境的方向识别设计上，方向

识别设计主要将各个信息整合处理，例如路段名称、

导视地图、方向指示等同类信息整合在同一个导视信

息界面上，这样更加便于寻路者辨别和安排自己的行

走路线，产生更好的信息传达和理解效果[10]。分散疏

导的设计方法主要是在空间需要节点处设置导视信

息，而导视信息的设计必须层级分明，指向明确[11]。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其在空间交通节点处设置

的方向识别导视就设计得较为成功。该设计信息分

层明显，信息方向指示清晰，通过醒目的颜色配置与

图3 北京宜家家居主入口设计

Fig.3 Beijing IKEA main entran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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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拉开距离，避免了大量人群的聚集，见图4

（图片摘自百度）。

4.4 逻辑诱导

当寻路者理解导视信息后，根据大脑认知地图的

构建，判断并寻找目标区域的行为属于导视信息的逻

辑诱导功能。确定自己与环境的暂时存在关系，确定

目标的空间方位、距离，寻找到达目标的路径。在此

期间，一个个导视信息不论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寻路者

为寻找目标暂时建立的主观导视信息都给寻路者提

供了一整套参照物，借由这些参照物，人们可以非常

肯定地寻找到目的地。

逻辑诱导也主要体现在建筑环境的方向识别设

计上，与分散疏导功能不同的是，逻辑诱导的目的是

引导人们到各个主力店面或者核心商业建筑内部，尤

其是针对网络编织型的空间组织形态，其作用是非常

重要的。逻辑诱导的设计方法主要通过节点导视信

息的数量来确定。比如空间的主干道和次干道旁边

都有一家主力店，而商家希望人们移动到主干道的店

面，那么在主干道旁边就会设置更多的关于如何寻找

店面的导视信息，而次干道的店面信息就会尽可能地

少出现在主干道上，避免影响人群流动的方向。

5 结语

在城市建筑飞速建设、空间格局迅速更替的今

天，针对特定商业空间中的导视系统并作进一步细致

研究的却很少。国内的导视系统研究更多停留在为

空间增添单一导视符号的补充状态中，没能将导视系

统的研究上升到人与环境互动的信息交流层面。伴

随着信息可视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一套作用于具体

空间导视设计项目实施的可操作设计方法，对于设计

师而言显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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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2年伦敦奥运会户外方向导视

Fig.4 2012 London Olympics foreign wiz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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