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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视角，探究导视空间中汉字识别设计的基本规律及其在空间场域中的

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分别从汉字字形结构、汉字正负形空间布局、汉字的中宫，以

及汉字在空间场域中的阅读视角与阅读距离等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讨论与分析。结论 导视空间中的汉

字识别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汉字识别要从空间场域的视觉传达特点出发，通常采用字形结构识

别强度最高的泛黑体字，尽可能做到泛黑体字的空间正负形布局合理，并且汉字的中宫放松。尤其要考

虑到汉字在空间场域中的阅读视角与阅读距离等影响因素，这一研究能为导视空间中的汉字识别设计提

供一条有效的设计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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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Design in Wayfinding Space 

WANG Xue-ji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basic design rules of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design in wayfinding 
space and the influence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discus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factors such as the outlin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layout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entral cou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reading angle and dis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ield of space. The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in wayfinding space is a complex cognitive process. Chinese characters 
recognition design starts from the space domain of visual features and usually uses the pan bold contour recognition of the 
highest strength, so as to ensure the reasonable space layout of the pan in boldface as far as possible, and the central cou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should be relax.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in the 
space domain of reading and reading from the best angle, this work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design method and path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in wayfinding space. 
KEY WORDS: wayfinding; space; Chinese characters font recognition 

导视系统作为城市空间视觉信息指引的一种重

要方式，主要依靠文字和图形符号媒介来实现对空间

信息的传达和对人群、车辆的引导。汉字作为中国城

市导视空间中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字信息符号，具有重

要的价值，汉字信息识别功能设计的好坏决定着信息

传达的成败[1]。在现有的导视系统文字识别性的研究

中，国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研究西文拉丁字体识别性

方面，而国内的汉字识别设计的研究文献大多聚焦在

印刷字体设计方面，对于导视空间中的汉字设计识别

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期望从识别性的角

度，对导视空间中的汉字字形结构、正负形、中宫、

观看视角、显形视距等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探究决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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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导视空间中汉字识别的内在规律，提出汉字识别可

操作性的设计方法。 

1  汉字识别的字形影响因素 

1.1  汉字字形的整体结构识别 

在汉字识别要素中，汉字字形的整体结构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这是由视知觉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格式

塔心理学认为，人的视知觉行为具有整体性，对于事

物特征的识别不是由各个部分简单相加，而是由事物

整体的内部结构和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视知觉不

是感觉元素的集合，而是在事物所有特征共同刺激下

呈现出的一个总体印象[2]。在认知识别过程中，汉字

字形整体结构是认知识别的基础，也是汉字识别最为

重要的决定性环节，即使汉字字形结构的某个局部部

件不够完整，人的视知觉也会依据已往的认知经验自

动补全汉字的字形结构。汉字能否建立一个清晰明确

的字形结构将直接影响到对汉字整体识别的强弱程

度。这里的汉字字形结构主要是指汉字字形外轮廓与

背景之间分割的边界线，就如同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分

割边界直接影响到图形的识别一样[3]。  

“北京西站”实验验证了汉字字形外轮廓对识别

汉字字形整体结构的作用。将黑体字、宋体字、楷体

字的“北京西站”识别效果进行比对分析。黑体字的

“北京西站”字形结构饱满方正，笔画相对粗壮，笔

形方头方尾，这些字形的特点使得黑体字的字形整体

结构相对清晰，便于识别。宋体字的“北京西站”字

形端正有力，笔画横细竖粗，横画和横竖连接点都呈

三角形的顿笔形状，笔形的起笔和落笔呈倾斜形状，

这些字形特点使得宋体字的字形整体结构识别性相

对较弱。楷体字的“北京西站”古朴秀美，具有较强

的书写感，字形结构匀称，笔画保持了书法起笔和收

笔的笔锋，横画和竖画也均有书法的粗细变化。从黑

体字、宋体字、楷体字在光晕下的视觉效果对比来看，

黑体字由于字形饱满方正，字形整体结构清晰度高，

所以识别强度最高。宋体字和楷体字由于笔画有粗细

变化，字形整体结构在光晕的条件下出现了局部不够

清晰的情况，所以识别强度相对较弱。这一实验结果

表明汉字识别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从“北京西站”4
个字的实验对比中可以看到，黑体、宋体、楷体 3 种

字体最明显的不同是在汉字的笔形与笔画的粗细上，

这 3 种字体虽然从字形整体结构都可以识别出“北京

西站”4 个字，但是很明显，在光晕的效果下，方头

方尾的黑体字，其粗壮的笔画使得字形整体结构更加

完整，也更加明确清晰，产生了强度比较大的视知觉

刺激。由此可见泛黑体字最具有识别性，因此，导视

系统的汉字字体通常选用泛黑体，这样会使汉字字形

整体结构的视知觉刺激强度最高。“北京西站”汉字

在光晕条件下的字形整体结构识别实验，见图 1。 

 
 

图 1 “北京西站”汉字在光晕条件下的识别实验 
Fig.1 Recognition experi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the 

halo condition of "Beijing West Railway Station" 
 

1.2  汉字字形的局部结构识别 

在汉字字形的整体结构相同或者相近的条件下，

汉字字形的局部结构会起到关键的识别作用。“花园

桥”在北京市海淀区，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地名。“花

园桥”的“园”字与“圆”字有着相同的整体结构，

即“口”字。当“花园桥”汉字在光晕的条件下字形

结构变得模糊时，就容易出现将汉字“花园桥”误读

为“花圆桥”的现象，整体识别的准确性会受到影响，

容易产生汉字误读的情况。“故宫”与“故官”的实

验也是同样的原理，在光晕的条件下，容易将字形整

体结构相似的“故宫”与“故官”相互混淆，造成识

别的障碍，见图 2。基于以上实验，人们发现，由于

汉字字形结构的特殊性，当汉字字形整体结构相同或

相近的情况下，通过汉字字形局部结构来识别就显得

至关重要，将会直接影响到汉字识别的准确度。特别

是笔画多的汉字，其结构更为复杂，而且当字形整体

结构区别不大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字形局部结构的细

微差别来辨识汉字。如果出现字形局部结构稍微有不

清晰或者汉字内部负形面积很小的情况，会给识别造

成很大的难度。 
 

 
 

 
 

图 2 “花园桥”、“故宫”汉字在光晕条件下的识别实验 
Fig.2 Recognition experi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Huayuan Bridge" and "The Forbidden City" under halo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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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汉字正负形空间比例 

能否正确识别汉字也取决于笔画所形成的正负

形空间比例关系的布局是否合理。所谓汉字字体正负

形空间的比例关系，主要是指汉字笔画所形成的正形

空间和剩余背景所形成的负形空间，也就是汉字的黑

白空间关系[4]。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中，将这种正

负形空间的比例关系称为图形和背景的比例关系。也

就是说当人在观察汉字的时候，会本能地将汉字的笔

画部分认为是视知觉的对象，将笔画以外的其他部分

当作背景来看待[5]。其中汉字的笔画轮廓由于作为视

知觉对象，所以能清晰鲜明地为人们所认知，而人们

对汉字背景的认知则较为模糊，汉字的笔画与背景被

视知觉自然地区分为图底分离的关系。在汉字字体设

计中，图底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汉字的

正形与负形要对比强烈，如果对比不够鲜明则容易产

生图与底的边界模糊，区分不清的情况，使得汉字笔

画的轮廓不能形成强烈的视知觉刺激，给汉字识别造

成障碍。汉字字体设计中的“计白当黑”就是把白等

同于黑来看待，也就是说汉字字体的正空间与负空间

同等重要[6]。由于汉字字体的笔画差异比较大，有的

汉字笔画比较多，所以在设计汉字的时候就要考虑笔

画比较多的汉字的正形与负形空间的分割关系。比如

黑体字“重庆”中的“重”字笔画比较多，“西藏”

的“藏”字笔画也很多，如果字体正形空间占的比例

面积过大，负形空间占的比例面积过小，许多分隔笔

画的横向负形空间被笔画正形空间挤压而不能保持

足够的面积时，就会使得该字的笔画整体看起来容易

出现粘连在一起的效果，见图 3。这就是汉字的负形

空间不足所导致的难以辨认的情况，这种情况容易影

响对汉字的有效识别。 

1.4  汉字字形结构的中宫 

导视空间中，汉字中宫放松会显著地增强汉字的

识别性。汉字字形结构设计中的“中宫”一词来自于

中国书法中“九宫格”的概念，主要是分析汉字间架

结构的一种方法，即将汉字用九宫格加以分割，中间

的那一格就被称为“中宫” [7]。例如书法中的柳体 

 
 

 
 

图 3 “重庆”、“西藏”汉字正负形空间在 
光晕条件下的识别实验 

Fig.3 Recognition experi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Chongqing" and "Tibet" in positive and negative  

space under halo condition 
 

强调中宫收紧，而颜体强调中宫放松，中宫收紧的字

体通常显得清秀，中宫放松的字体通常比较壮硕。导

视空间中的汉字设计为了达到清晰醒目的识别度，通

常采用放松汉字中宫的设计方法。从格式塔心理学的

角度来看，汉字字形设计中的中宫放松有视知觉层面

的认知理论依据，即人的视知觉在认知识别一个限定

的范围时，视知觉的注意力不是均衡分布的，而是有

明显不同的差异。通常人的视知觉注意力分布为：上

部比下部强，左侧比右侧强，中间部分比周围的边缘

强。汉字的中宫正好是九宫格的中间部分，人对中间

部分的注意力比对周围和边缘部分的注意力要强[8]，

因此，适当放松中宫，汉字字形结构会变得更加舒展，

产生能使人轻松阅读的良好识别效果。“上海”、“首

都”的汉字原本字形中宫比较收紧，在导视空间里阅

读时不够醒目清晰，通过改变“上海”、“首都”汉字

原有的构型结构，达到中宫放松的效果，在有限的空

间内增大了边界识别面积。将“上海”、“首都”在光晕

下的汉字识别效果进行比较，发现中宫放松的字体有利

于增加汉字的清晰度，提高了汉字的识别度，见图 4。 
 

 
 

图 4 “上海”、“首都”汉字中宫在光晕条件下的识别实验 
Fig.4 Recognition experiment of central court of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Shanghai" and "Capital" under halo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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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字识别的空间场域影响因素 

2.1  汉字识别的视觉阅读角度 

汉字识别也与人的观看视角密切相关。依据人机

工程学的研究，人在感知外部信息的时候，观看的区

域范围是极为有限的，不能同时看到所有物象。人的

最佳观看视角是视平线以上的 15和以下的 15，这

30的范围是有效视角，见图 5，而除此以外的部分被

称为诱导视野，也就是人们说的眼睛的余光。人们能

感受到诱导视野部分物体的存在，但是无法识别其具

体的内容[9]。从人的生理视角来看，只有按照人们对

文字信息的最佳观看角度来将汉字信息呈现在人的

最佳观看区域，才能有效地引导人的寻路行为，不会

造成识别上的困难。 
 

 
 

图 5  人的观看最佳视角 
Fig.5 People's best view 

 
2.2  汉字大小与空间阅读距离 

导视空间中汉字的大小比例由于受到人的空间

阅读距离因素的制约，所以字体大小尺度关系更为复

杂。在不同类型的导视空间中，人对观看角度、观看

距离的需求不尽相同，设计师要充分考虑具体的空间

大小和实际阅读距离的需要，调整汉字大小比例以满

足人对汉字阅读距离的需求。通常需要设定字号大小

合适的汉字，使得人与汉字之间形成合理的阅读尺度

关系，才能有效地传达导向信息。参照国家发布的标

准文字阅读距离数据，并通过实地空间场域中人与汉

字阅读距离的测试，笔者得出以下结论：通常情况下 

视觉能力正常的普通人距离导视牌 5 m 时，汉字纵向

高度不小于 20 mm；阅读距离 10 m 时，汉字纵向高

度不小于 40 mm；阅读距离 15 m 时，汉字纵向高度

不小于 60 mm；阅读距离 20 m 时，汉字纵向高度不

小于 80 mm；阅读距离 25 m 时，汉字纵向高度不小

于 100 mm；阅读距离 35 m 时，汉字纵向高度不小于

140 mm，见图 6[10]，因此，在导视系统设计中，要调

整空间中汉字大小与人的阅读距离之间的关系，在符

合人机工程学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视觉尺度与比例，

才能为人们在空间中寻找汉字的导视信息时提供良

好的体验。 
 

 
 

图 6  汉字大小与阅读距离的关系 
Fig.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distance of reading  

 

3  结语 

导视空间中汉字识别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心理过
程，针对目前导视空间中汉字识别设计无据可依的现

状，本文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通过一系列汉字
字体设计实验，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可操作的汉字识别
设计方法。即采用汉字字形结构识别强度最高的泛黑
体字，尽可能做到使泛黑体字的空间正负形布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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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且汉字字形结构的中宫放松。尤其要考虑到汉

字字体在空间场域中的阅读最佳视角与阅读距离等

影响因素。这一研究为导视空间中的汉字识别设计提

供了一条有效的设计路径与方法，对今后导视空间中

汉字字体设计实践具有一定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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