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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较为系统的古建筑类 APP 信息架构设计方法。方法 利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

语言学分析方法，对当前古建筑类 APP 设计信息架构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分析其优缺点及存在的问题，

将“共时性”与“历时性”原理引入到古建筑类 APP 信息架构设计中，并以岳麓书院 APP 设计为例，

对此方法的可行性进行验证。结论 提出了以建筑结构展现空间信息和以时间轴线演示变化过程为框架

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信息架构设计方法，有效地提高了信息理解效率和用户体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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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Design of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n Ancient Architecture 

XU Sha-yuan, JIANG You-y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design method of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systematically. It 

uses the methods of linguistic analysis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PP design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mode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ir existing problems, intro-

duces the principles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into APP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esign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akes APP design of Yuelu Academy as example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method. It proposes the information ar-

chitecture design methods of synchronicity of space information showed by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diachronism of 

changing process demonstrated by time axi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comprehension and the 

satisfactory of use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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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作为历史积淀的直接见证者，承载着辉煌

的历史文化以及深厚的思想底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

迁，诸如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现代工业和旅游业带

来的污染，使古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或腐蚀，

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建筑成为了不容忽略的一个重

要问题。随着移动应用的出现，在科技发展和信息文

明的带动下，信息传播的主要形态逐渐从传统的平面

化与静态化转变为动态化与综合化。这种转变，不仅

给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带来了新的契

机，而且对移动应用的信息架构模式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1  共时性和历时性理论的引入 

共 时 性 与 历 时 性 是 由 瑞 士 语 言 学 家 菲 尔 迪

南·德·索绪尔提出的一种语言学分析方法，主要研究

对象是运动与发展着的人类语言演化形态。索绪尔的

共时性与历时性语言学研究是以时间为轴，分别对纵

向的时间系统与横向的时间切片两个维度的语言内

部与语言体系整体的研究方法[1]。简单来说，“共时”

和“历时”表示的是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演变。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化，共时性和历时性开始被应

用到其他学科当中，包括文学、建筑和艺术设计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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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嵌入信息点。在整体空间和内部结构中嵌入具体信

息，用户与信息的互动程度和速度由用户自由控制。 

由于现有的多数设计方法注重信息的静态表达，

只是把相关内容以一种图形化形式描述出来，导致用

户对对象所展示场景的认知较弱。为此，笔者将原有信

息的线性式、被动式传播，改为非线性式、交互体验式

传播，突破由文字、图形、数据表达空间概念的方式，

将虚拟空间与用户操作相结合形成新的空间信息传达

方式。基于信息形态与传播状态而言，上述方法强调的

是信息传递的互动性与即时性，可以实现高效率且多维

度的传递效果，使信息传播更具生动性与实效性[4]。 

3.2  时间轴线演示变化过程的历时性设计 

德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运动，是

最容易引起视觉强烈注意的现象[5]。基于历时性的本

源角度而言，通过动态运动的过程可以直观呈现出时

间延续的历时特性。以时间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对设计

的过程性至关重要，因此，历时性的信息架构设计方

发，是以时间轴为主线，在多个时间单位内把设计对

象的运动过程定格成静态图式，将其置于同一个空间

当中，根据时序演变顺序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一系

列可以伴随时间轴线变化的历时形态[6]。古建筑的历

时性设计，注重的是建筑不同时间的形态演变和动态

过程，存在一个开始、变化、发展、结束的时间线，

希腊神庙平面的演变见图 1[7]。 

 
图 1  希腊神庙平面的演变 

Fig.1 The evolution of Greek temple plane 

古建筑从建立到现在，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在时间

维度上，首先是因为它“古”。设计师通过对古建筑历史

时间轴信息的挖掘、提取、分类 3 个步骤，挖掘重要时

间节点，提取有用信息，再按照一定的信息分类法则将

古建筑 APP 历时设计。相关信息分为用户期望获得、

切实需求和意料之外 3 个层次[8]。通过信息分层的方式，

将重要信息直接显性的方式实现，相对次要的信息可

通过比较隐藏的方式来呈现。从用户体验和参与的角

度来说，历时性的信息架构设计，为受众带来了持续

的感受，这种方式有助于更形象、更直接的理解信息。 

3.3  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信息架构设计方法 

单独谈共时行，只能横向的看到建筑在某一个时

间段所呈现出来的具体空间状态。单独谈历时性，只

能看到时间过程中建筑作为一个整体的外在变化。共

时性和历时性相统一的信息构架方法，使用户可以清

晰地从时间和空间两条线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脱

离时间因素讲建筑空间，或是脱离建筑空间讲时间变

化，都是片面的。由于古建筑存在“古”和“建筑”两个

重要的因素，因此将两者统一，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全

方位、立体的、多角度解读过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统

一见图 2。而在交互过程中，用户从被动的接受信息

转至主动的体验信息，甚至自主操控信息的呈现方式

与速度，增强了用的体验。 

 
图 2  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 

Fig.2 The unity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4  以岳麓书院 APP 设计为例 

据史书记载，岳麓书院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建立，1926 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
年，弦歌不绝。目前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好的建
筑群之一。以下实践案例是笔者以岳麓书院的数字化
保护和传播作为研究对象，创新性的将共时性与历时
性概念运用到 APP 设计领域，旨在求证此方法的可
行性并总结其优缺点，以及对该方法进行补充说明。 

首先，从共时性的角度出发，着力表现岳麓书院

每个时间节点上横截切片的宏观布局和内部建筑结

构。岳麓书院作为一种典型的古代“文化容器”，所凸显

的不仅是人才培养场所，而且还意指内部的多元化层次

空间，需要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等多个角度才能够

充分感知与体会[9]。在岳麓书院 APP 设计中，根据功能

分区和建筑布局，将书院檻联和书院八景等交互信息

点嵌入鸟瞰图，通过点击鸟瞰图获取定向信息。将鸟

瞰图中的建筑结构及剖面信息进行预置，通过分层结

构绘图，建筑内部结构拆分，用户可以自行控制交互过

程的程度和速度，赫曦台内部结构揭顶演示见图 3。 

其次，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岳麓书院上千年

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提出岳麓书院历时演变的时间

轴。具体方法是把岳麓书院与时间相关的信息分为三

级时间轴，时间轴之间通过放大缩小来切换层级，主

要表现古建筑的历史演变、重要纪事以及相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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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赫曦台内部结构揭顶演示 
Fig.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Hexi Tai opened figure 

人物。左侧所展示的空间内容会根据时间节点的变化
而变化。如时间线停留在元代，元末战乱，书院毁于
战火，时间滑到明代，书院开始修复扩建，并建立文
庙。根据上文所提的按信息的重要程度分类，一级时
间轴以朝代的更替为主要节点，展示书院的建筑变
迁，滑动时间轴，呈现书院建筑的年代演变。二级时
间轴显示朝代的书院大纪事年代。通过继续放大，显
示三级时间轴，在时间轴旁边伴随着有历代山长及讲
学名人。岳麓书院历时性的演变分析，是对其阶段性
状态的审视，此方法对快速理解岳麓书院的阶段性发
展与变化有较大帮助。 

最后，从信息的视觉呈现方式出发，对岳麓书院
APP 进行视觉设计。在设计时，明确设计主题和对象，
营造出符合主题特征意境的实景氛围[10—11]。笔者通
过对岳麓书院的历史、文化、特征等知识进行研究，
借鉴中国传统美学形式法则，人为地通过设计和重构
来完成情景构建，突出岳麓书院 APP 仿古的气质与
格调，岳麓书院 APP 设计效果见图 4。 

 

图 4  岳麓书院 APP 设计效果 
Fig.4 Yuelu Academy APP design renderings 

5  结语 

古建筑历经了悠久的历史，所承载的信息量之广

和文化内涵之深，都让世人叹服。而这种以时间为轴，

从横向的系统内部（共时性结构研究）与纵向体系整

体（历时性演变规律研究）考察古建筑的生命状态的

研究方法，对古建筑这类型的 APP 信息架构设计具

有广泛的适用性。此类 APP 信息构架的共时性与历

时性设计，将重心由单一的“传达”转移至多维的“体

验”，在拓展空间展示范围的同时实现用户对信息的

动态体验，对具备空间结构性与时间动态性的古建筑

类的 APP 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是，由于古建筑

承载的信息量较大，要利用好此种信息架构模式，对

设计者搜集与整理信息的能力有一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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