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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并从现代城市研究的视角出发，研究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从城市空间的不同维度分

析标识导向系统的运作模式。结果 城市标识导向系统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基本的功

能是辅助人们在一定空间环境内进行移位行动，标识导向系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好的划分手段和最为直

观的展现，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类主体的作用。结论 现代城市的

城市空间不只是一个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物质性、社会性、历史性三者辩证统一的人文概念。标识导向

系统作为城市空间中的导引性部分，是城市空间的一个参照系，也是空间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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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ge Guid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pace Research 

LIU Dan, ZHANG Zhong-fe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understand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from the essence of urban space. The spatial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modern cities was analyzed,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city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and urban space was studied, and the operation mode of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urban space. City’s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ts most basic function was to assist people in shifting in certain space environment.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was the best way to divide urban space structure and the most intuitive display. The role of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in urban space was all about the role of human subjects. The urban space of modern city is not only a 
material concept, but also a dialectical unity of materiality, sociality and historicity. As a guiding part of urban space, th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is a reference system of urban space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KEY WORDS: urban space; signage guidance system; division; space produc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在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标识导向系统

已成为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人们在空

间环境里明确移动的方向已成为其最基本的功能。城

市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借助标识导向系统，

建构出可读的符号化空间景观，已成为社会所关注的

热点。从社会维度转向文化维度的视角来探讨标识导

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为更好的研究城市标识导

向系统提供帮助；城市空间更重要的是人文概念，标

识导向系统不仅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个参照系，也是空 

间配置的一个重要手段。 

1  现代城市研究中的空间话语 

在对现代城市的研究中，空间研究是一个非常值

得注意的话语转向。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载体，

不仅是一个物质概念，而且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随

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

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体量持续增加，结构也日趋复杂，

诸多现代都市的建设与完善都极大地重构了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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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个体的生命形式，而城市空间

则是这一重构过程的集中体现。对于现代语境中的城

市空间，人们必须在对其物质形式的研究之外，探幽

发微，超越其现实表象，把握其与生活在其中的人类

主体息息相关的各个内在方面。 
思想界以康德作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空间和

时间是人类感性形式的两个基本载体，两者相互平

行，作为感官的两个基本维度共同建构人们对世界的

经验。随着现代城市建构进程的推进，思想家们逐渐

发觉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空间不仅是物质载

体，也不仅是感官的维度，还是一个具有社会性和历

史性的范畴，空间与时间是交织的。在关于城市空间

的研究中，法国著名哲学家列伏斐尔是一个影响深远

的先驱者。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

的实践生产理论出发，将空间阐述为一种由人类的实

践而生产建构出来的带有辩证性质的产物。列伏斐尔

在《空间的生产》中将空间表述为一种三元的“空间

生产”概念，是“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

的空间”三者辩证统一的社会生产模式，即具体生产

经验的空间、概念化的构想的空间和个体文化经验的

象征符号的空间的辩证统一[1]。空间不是一个被动容

纳各种社会关系的容器，其自身就是由人类实践所生

产出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是一种大体量的生产机制，

不仅生产物质，同样生产认识和社会关系。 
随着空间研究的推进，研究的视角逐渐从社会维

度转向了文化维度。在空间的诸多内涵中，文化的地

位日益突出，空间由早期研究中的社会结构，转而被

视为一系列文化因素的集合。关于城市空间的探索越

来越多地被引入到文化语境中，城市景观由过去的政

治经济概念转变成了一种凝聚了思想价值观念和文

化内涵的象征系统，成为了一个探究的热点。人们用

一种看待充满隐喻的文本的眼光看待城市空间，也凭

借着想象和隐喻将城市空间中的意象作为建构和分

析表征空间的手段，使得城市空间与建立在现代城市

之上的文化表征空间形成一对辩证的图景，互相生

成。城市空间成为了文化凝聚的载体与产物[2]。 
此后，在后现代理论的浪潮中，城市空间也有了

新的维度。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

由城市景观中旋转餐厅的空间经验出发，讨论了城市

空间中人们的一些后现代的超空间经验，见图 1。在

充满各种流动变化景观的城市空间，尤其是在一些特

殊的充满反射、折射与复制的景观展示空间中，人们

对于空间的把握不再坚实可靠，产生了剥离感与错位

感，从而使得人对于城市空间的经验变得更加碎片

化，异质化。这也揭示了人在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中

独特的心理体验[3]。 
 

   
 

图 1  旋转空间 
Fig.1  Spin space 

 

2  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 

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中看似是一种毫不突出的

基础设施，是公共空间的附属品，事实上，它在城市

空间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它所占据的体量[4]。最早的

标识导向系统产生于公共交通系统，其目的在于方便

人们的换乘，随着城市的发展，标识导向系统已经进

入了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5]。设想，一个人来到一

个陌生的城市空间中，他下意识的反应一定是寻找一

个定位自己身在何处的标识，以这个标识作为一个基

点，依照环境中的标识导向系统，确定自己将要前往

的方向。而日常生活于城市空间中的居民，也几乎是

遵循着自己所习惯的标识导向系统的指引，来规划自

己每天的生活路线。标识导向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符

号系统，如果把整个城市也看作一个巨大的符号系

统，那么标识导向系统就像一份目录，在其中起着提

纲挈领的作用。 
现代城市空间与传统的田园乡野空间最大的差

别在于，城市中的空间是一种属人的空间。首先，它

的基本形态完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由人类所规划建

造，是一种人工生产的空间；其次，城市自身就是一

个生产中心，城市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载体；

再者，城市的构成与区划完全基于城市中人的聚合与

分布，城市空间的基本构成是人的流动与区隔。而城

市中的人是单子化、匿名且流动的，诸多单子化的个

体聚合成为城市空间中流动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

个体是相互陌生、匿名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一种松

散的聚合关系，个体与空间、空间与空间的关系也处

于不停的变化之中[6]。标识导向系统则是空间中的一

个参照系，或者说是一系列的基点。 
如果对标识导向系统诞生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一

个谱系学的梳理，也许能够得出许多令人惊奇的结

论。在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中，人们至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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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在标识导向系统诞生之前，人类

的移动主要依靠着自身对于方向的判别和一些可以

作为定位基准的地标，总的来说，这种对于活动路线

的规划是存在于人的内在的；而在标识导向系统诞生

之后，人类在城市空间中的移动则是基于一个已经被

规划好的标识导向系统，也就是说，这种对于活动路

线的规划是外在于人，施加于人的。随着 GPS 导航

的发展，这种对于人类活动的外在的路线规约，也从

城市空间进一步延伸到了所有被导航卫星覆盖的空

间，在强大的导向规划算法下，任何移动都可以优化

为 GPS 导航地图上的一个最优解，化约为一段从出

发点到目的地之间的最短路程。关闭导航系统，人们

仍然能在乡野中漫游，但在一个有着发达标识导向系

统的城市中，纯粹的漫游是不可能的，无处不在的标

识导向系统充斥着人们的视野，那些箭头使得人的任

何移动都指向一个确实的目的地，就像一道道命令一

般主导着人们的行为。 
人们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这种空间移动的

外在规划，一方面，它的确是简洁而高效的，极大地

提高了人们在一个日益宽广的生活空间中的适应性

和生活效率，作为人们对于变动不居的现代空间的一

种适应手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子化的个体在一个

陌生空间中的紧张感，使得个体与所处空间维持着一

种看似稳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的异化的一

种体现，将人的空间移动异化为一种工具理性支配下

的目的行为，使得个体更加脱离于身处的自然环境，

而遵循一种人为建构的建制。 

3  从城市空间的不同维度分析标识导向系

统的运作 

前文说到，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间中起着提纲

挈领的作用，这种导引性的符号系统究竟是以一种什

么样的方式运作，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关于城市空间

的研究理论过于纷繁复杂，为了方便梳理，可以将城

市空间基本概括为物质空间、社会生产空间、文化空

间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来探讨标识导向系统在其中的

运作机制。 
在物质空间的层面上，可以先将现代城市的空间

结构与乡镇以及现代之前的城市作一个比较。尽管乡

镇具有现代的行政区划，但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分

界，而传统的乡镇区划，几乎都是依据一种地理上的

分野，以一个物质性的分界作为根据，如地标或空间

距离上的尺度；在乡镇内部，因为结构简单，所以也

基本由院墙和田垄作为划分空间的依据。现代之前的

城市，流动人口少，城市功能较为单一，基本按照居

住区、商业区、行政区（以及欧洲的宗教场所）等功

能区域作为空间划分的依据。现代城市结构复杂，人

口流动量大，区域内功能多元化，各种功能分区相互

渗透，空间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松散组织，而是形成了

复杂的结构。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街道是一个基本

单位，每一个城市的街道都是相似的，但每一条街道

和街道中的每一个景观又都是不同的，城市空间保持

着一种既整齐又充满了变化的拓扑结构。标识导向系

统就是在这样一个结构复杂的城市空间中应运而生。

可以说，标识导向系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好的划分手

段和最为直观的展现。所有标识导向系统最基本的元

素就是箭头，箭头意味着方向和一个目的地，也意味

着一个被精确划分定位的空间位置，众多箭头系统地

组合在一起，就把一整片空间划分成了众多区域。它

的系统性很好地适应了复杂的空间结构，而它的指向

性又完美地匹配了空间内部的频繁交互。在此意义

上 ， 标 识 导 向 系 统 为 现 代 城 市 空 间 建 构 起 一 种 秩   
序[7]，各类型的导向标识见图 2-3。 
 

 
 

图 2  室内导向标识 
Fig.2  Indoor guidance signage 

 

 
 

 
 

图 3  室外导向标识 
Fig.3  Outdoor guidance sig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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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生产空间的城市空间也有着自己的特

性。现代之前的城市是不具备生产功能的，只是权力

和消费的中心，而现代城市则融合了权力、消费和生

产功能，聚集了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其自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社会生产机制。相对于现代之前的城市和乡村

基于血缘和宗法等级关系的社会结构，现代城市中的

社会结构则是基于一种松散的雇佣关系。随着城市交

通的发展[8]，劳动力与劳动资源的跨区域整合也在逐

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公共交通对于人口的配置作

用十分突出。前文对于标识导向系统的谱系学思考

中，讨论了它对人类活动的规约作用。在社会关系意

义上的城市空间中，标识导向系统则是对人群之中移

动的单个的个体进行导引与分配。标识导向系统作为

一个功能系统，其首要原则是简洁高效，同时需要具

备井井有条的系统性与一视同仁的通用性，它是一种

十分有效的社会建制，没有它就没有高效的交通与迁

移，也就没有了对劳动力与劳动关系的再整合。在此

意义上，标识导向系统为现代城市空间组织了一套 
体系。 

作为文化空间的城市空间是由诸多文化因素凝

聚而成的[9]。标识导向系统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受着凝聚在空间中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即设计师常说

的“延续城市文脉”，如北京地铁标识导向系统中吸

收了北京传统文化元素的标识设计[10]。同时，标识导

向系统也在推动着新的文化经验的形成。前文中设想

过人在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中的第一反应，即尽快经

由标识，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又可以去向何处。笔者

也设想过在城市中不由自主受着标识导向系统支配

的行走，这些系统性的符号意味着箭头指向的他者的

永恒在场，空间的秩序通过一些安排好的符号系统整

合在了一起。在短暂无常的城市经验中，这一点足以

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的的确确影响着人们与所处的城

市空间发生关系的方式，作为一个坐标系为人们与陌

生化的非自然空间提供一些看似坚固、持续的联系，

这种改变最终将体现在人们的文化经验之中。在此意义

上，标识导向系统为现代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视角。 

4  结语 

基于城市空间的诸多方面去讨论标识导向系统，

是一个尚不成熟的理论上的尝试。人们必须认识到，

城市空间是一种属人的空间，标识导向系统在城市空

间中的作用，归根结底都是关于人类主体的作用。它

不仅仅是为人们指引目的地那么简单，其中可资挖掘

的意义还有很多，从社会维度、文化维度等多方面来

探讨标识导向系统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能让人们更好

地研究城市标识导向系统。唯其如此，人们才能意识

到什么是以人为本，以及为什么以人为本。城市生活

不断向前发展，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设计师们，应该

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设计理念和思维方式，让标识导

向系统的设计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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