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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社会价值及其设计策略。方法 立足于城市导视系统的基本内

涵，分析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主要社会价值，总结其中存在的指示不标准、缺乏统一的知识信息和

形式以及更新不及时、无法跟上城市的建设步伐等现实问题，再基于导视系统的图形、色彩、文字 3 要

素，从地铁导视系统、博物馆导视系统的设计实例探究，明确图形的创新优化、色彩的多样尝试、文字

的内涵挖掘等具体方向与方法，并对城市公共空间导视系统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结论 城市公共空间

的导视系统是城市的重要风景，科学设计导视系统能够提升城市形象，突出文化与地域特色，在给人们

的出行指引方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塑造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情怀，强化了城市的时尚性、地域性和宜

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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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Guiding System in Urban Public Space 

WANG Zhao-wei 
(Beihai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Beihai 536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social value of urban public space guiding system and its design strategy. 
Based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urban guiding system, the main social value of urban public space guiding system was 
analyz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such as nonstandard instructions, lack of unified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forms, 
untimely updating and inability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urban construction were summarized. Then, based on the 
graphics, color and texts of the guiding system, the design examples of subway and museum guiding systems were ex-
plored, the specific directions and methods of graphic innovation and optimization, various attempts of color and text 
connotation mining were made clear,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space guiding system was prospected. 
The guiding system of urban public space is an important view of the city. Scientific design of the guiding system can 
enhance the image of the city, highlight the cultural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 a unique human and cultural 
feeling to strengthen the fashion, regionalism and livability of the city while guiding direction of and providing conven-
ience for people's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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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视是一种文化，导视系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承

担着引导、说明、指示等作用，是营造城市特有的个

性、人文情怀，提升城市文化底蕴，向外面世界展示

的一个文化窗口。面对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交通体

系的无序扩张，行人常常穿梭在网格般的交通系统之

下，如果没有基础的标识牌和路标等基础导向设施，

那么道路上的行人便没有了指引，就会像失去缰绳的

野马一般没有了前进的方向[1]。但在一些城市，尤其

是中小型城市，其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并不完善，设

计也过于单一，不仅无法给人们的出行带来引导和帮

助，而且也无益于城市空间信息的基本功能传达。这

也是为什么在快节奏、忙碌的公共空间中，那些指向



284 包 装 工 程 2019 年 2 月 

 

明确、幽默诙谐的导向设施总是能够更加轻松地获得

人们青睐的原因，它能为人们带来舒展的心情和难得

的放松[2]。由此可见，对城市导视系统设计进行深入

细致地探究，分析总结具有前瞻性、实效性的设计思

路是多么重要。 

1  什么是城市导视系统 

城市导视系统主要是借助一些 为通识化的标

识对行人、车辆进行引导，从而以 便捷的方式到达

目的地的一种标准化信息指引系统。具体而言，主要

涉及整体道路标牌识别系统、城市行车交通设计系

统、城市介绍及旅游信息导视系统等，在设计过程中

还应注意展示城市整体地域文化、社会需求、历史人

文、自然景观等，让各个元素既独立又联系[3]。在功

能方面，城市导视系统的设计必须符合商业环境的总

体特征，并 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生活中物质及审美功

能的需要，而这就需要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信息

进行归纳、总结、分析，从中找到 优化的各类相关

信息，组建有序的导视设计系统，实现形式与内容的

完美统一。在系统化方面，由于公共空间中的每个导

视系统的导向节点都可以视作为起点，因此必须综合

地考虑空间、景观、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功能

与空间的系统化，如此才能让整个导视系统更加科

学、统一。 

2  城市导视系统现状分析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剧，各个领域的竞争

也逐渐白热化。对于城市而言，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

着经济实力、生活品质、文化内涵等层面的竞争，而

一个城市的特质性与便捷性更是衡量城市是否宜居

的重要标准[4]。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中 具代表性的城

市标识，导视系统更是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就像我

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要想在第一时间快速知道自

己的位置以及快速到达目的地，就必须依赖于城市导

视系统。但在实际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导视系统有的

指示不标准，缺乏统一的知识信息和形式，有的更新

不及时，无法跟上城市的建设步伐，另外，相关的人

才缺口也是造成城市导视系统不够完善的主要原因。 

3  城市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设计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的导视系统设计所包含的主要要

素是图形、色彩和文字，因此在进行更多的尝试与设

计时，必须从这 3 个基础层面展开探究，打开思维，

迎接更加多样、更富内蕴的现代城市导视系统。 

3.1  图形设计 

导视系统的图形符号设计是其体现直观性的关

键，其能够弥补文字传递信息的不足，较为准确地把

信息传达给受众。尤其随着图标设计体系的愈发成

熟，图形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其不仅是一种传递信息

的单纯符号，而且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有着更加深

层次的意义[5]。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创新性和有

针对性的图形设计，实现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能

够让标识具备更加清晰的指向功能和独特的审美功

能。近年来，有的设计师为了追求风格的统一，防止

受众产生视觉冲突，更加倾向于将图标和文字风格做

到一致，或者将导视字体的特点置入图标的设计中，

将图形与字体进行匹配，不断细化细节，使整个系统

相得益彰。也有部分设计师追求更严格的制图规范，

讲究细节的表现，借助统一科学又理性的设计，使图

形的指向性、功能性更加明确。总之，设计师所追求

的是以更加直接有效的形式传递更加广泛的信息及

内涵。以地铁空间的导视系统设计为例，其在设计中

就以满足乘客的具体需要为目的，注重乘客在第一时

间看到导视系统的信息时的心理反应，强调在符合空

间功能、人体尺度需求的基础上，满足乘客的行为惯

性特征[6]。 
例如，地铁中的自动售票机就可以拿来与导视系

统相结合，我们只要在乘客所购买的车票背面或者旁

边印刷与乘客所乘坐地铁线路有关的线路图，就可以

实现对乘客的引导；座椅也可以在鲜艳颜色的基础

上，采用一些延伸性的造型设计，以便给乘客留下印

象，快速进行视觉识别。另外，在地铁的出口处，还

可以设计一些带有箭头的座椅，这种设计不仅具有强

烈的趣味性，而且还能够给乘客以指示，更好地引导

乘客出行。 

3.2  色彩设计 

色彩是迅速吸引人们视觉神经的存在。在导视系

统中，合理搭配色彩能够使整套系统的艺术性与识别

性迅速提升，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绪。一

般情况下，城市导视系统中色彩设计原则要与城市色

彩建设规划保持一致，形成城市居民所共识的城市色

谱，在潜移默化中给人留下这座城市的深刻记忆；符

合人与环境的视觉和谐，所搭配的颜色应当与所展示

区域的景观环境色彩保持协调统一的，在相互融合

中，描画出和谐的城市画卷；兼顾夜间出行的可视需

求，除了在导视牌制作的材料上采取一些夜间照明灯

光或者反射材料外，还可以对导视牌材料的色彩进行

深入分析，科学使用，以满足导视系统的全天候设计

要求[7]。例如，在展会导视系统色彩设计中就可以借

助色彩进行科学合理地设计。从现实来看，会展的导

视系统设计在色彩的选用上大多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缺乏必要的规范，很多时候总是盲目解读色彩含义，

给人们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导。此外，在部分会展

活动中，标识本体色彩醒目性不强、标识色调不充分，

仅将色彩设计作为个体的视觉元素进行看待，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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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设计的众多元素进行互相联系，使色彩设计效果

大打折扣，有时还会出现流于形式，甚至误导人们的

现象。 
为了解决这些存在于导视系统中的不合理的色

彩使用现象，更好地发挥导视系统在会展中的作用，

设计师开始了多样化的尝试。在规范性上，设计师常

会按照规范化设计方式进行通用设计，以应对会展空

间较大、内部人员数量多、环境较为复杂等现实问题，

必要时还会以部分标准文件为依据，进行规范设计，

大大降低了人们无法识别或者识别错误的概率。在视

觉体验上，设计师将醒目性作为原则，通过对色彩属

性以及基本原理的正确应用 , 给人以不同的视觉体

验，以便于人们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标示所传达的信

息[8]。另外，导视系统设计还十分注重整体性和艺术

性，主要借助色彩系统化、整体化的设计，帮助人们

更好地进行识别，再利用标识设计的审美功能，在色

彩基本功能得到满足之外，能够给人更加强烈的视觉

感染力。 
例如，广东省博物馆的导视系统设计强调直接和

醒目，在颜色选择上也多是红色和银灰色。红色是中

华民族的象征色，能够很好地与周围的环境色彩互

补，同时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使人关注并接受相关

信息。而银灰色是一种很有金属质感的颜色，代表着

传承。两种色彩各有特点，又相互辉映，绝妙的构思

使导视系统彰显出“历史”与“传承”的文化意蕴。 

3.3  文字设计 

图形、色彩有了合理的使用之后，设计师还要对

另一个重要元素——文字进行视觉设计与应用。实践

表明，合理地使用文字字体和字号，可以有效增加导

视系统的整体识别性与艺术性。但文字的使用需要注

意诸多方面，从文字的识别性上强化功能性，从文字

与周边环境空间的协调性强化一致性。其一，提供导

向功能。由于文字的字体有着不同的识别难度，字体

的差异也很大，因此在进行创作时，设计师必须能够

从形式多样的汉字中选取更加适合的字体，并对其进

行艺术化处理，使之具备导向功能[9]。例如，在城市

商业环境导视标识系统中，文字不宜大量扩展，以免

造成识别困难。设计师可以借助字体本身不同的特

性，根据距离的远近和动静状态进行灵活设计，如能

够展现中国书法的审美韵味的宋体字，朴素大方、引

人注目且更容易识别的黑体字等，都是字体设计经常

使用的。其二，凸显城市地域文化。导视系统是为了

人们便利出行而形成的。为了实现城市文化氛围上质

的飞跃，设计师开始更多地考虑人们与城市特色之间

的关系，既要追求新颖，又要以城市独特的地域特色

跻身国际设计，实现人、环境、社会的和谐共存。

典型的例子就是西安地铁导视系统的设计，其将地铁

站牌字体选用书法字体，充分展示了地域文化环境所

赋予的文化特性，其中，唐代楷书的使用度很高，该

字体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整体给人一种

大气磅礴、浑厚强劲之感，让受众充分感受到了西安

这座古都的文化魅力[10]。其三，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

字体设计的效果能够直接影响受众的视觉甚至是情

绪，因此在进行相应的字体设计时必须能够 大限度

地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除了应用经典的有着深厚文

化内蕴的字体外，还可以将目光放长远，大胆创造设

计具有鲜明视觉审美个性、准确无误的识别性的字体

形象，在具备导向性功能的同时，承担一定的传达审

美情感的责任，从更大意义上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情

感，提升、改善空间的人文环境。 

4  结语 

城市导视系统的存在为人们的日常出行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有效提高了城市生活的品质。面对现实

中的发展困境，设计师必须立足于时代背景，深入探

寻具体可行的设计方法，结合图形、色彩和文字 3 大

板块进行极富创意的设计，让导视系统成为城市中一

道亮丽的风景，提升城市的形象和空间使用率，营造

其他设计无法代替的人文情怀，给城市增添些许温暖

感和归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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