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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借鉴传统招幌的设计理念，通过改造实例来探索历史街区店招（商业招牌）改造设计的思

路与方法。方法 深入了解传统招幌的特点，分析长沙市藩城堤巷店招现状，总结现状中存在的不足。

根据改造需求，首先梳理出店招改造的设计要素，其次从行业相关的形态构成、质朴耐久的材料运用、

单纯明快的色彩表达、醒目恰当的字体选择和夜间亮化的灯光处理这 5 个方面展开设计思路，最后对茶

叶铺、餐馆、冷作坊、修锁铺和棉被加工铺这 5 家店招实施改造实践。结论 通过对传统招幌设计思路

的借鉴，完成了 5 家店招改造，将传统招幌设计思路应用于实际改造项目中，实现了传统招幌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将传统招幌设计理念运用于现代招牌设计中，为历史街区的店招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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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pt of shop signs, explor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the renovation 

design of shop signs in historic districts through the renovation exampl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shop signs 

are understood deepl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hop signs in Fanchengdi Lane is analyzed,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ransformation needs, the paper combs out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shop 

signs renovation, and then expands the design thought from the five aspects of industry-related form composition, simple 

and durable material use, simple and bright color expression, eye-catching and appropriate font selection, and lighting 

brightness treatment at night, and finally carries out the renovation practice on five shops, they’re a tea shop, a diner, an 

iron processing shop, a lock repairing shop and a cotton quilt processing shop. Through the reference to the traditional 

design ideas, the shop signs renovation of the five shops has been completed and the ideas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renovation project, so as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shop signs. In this paper, 

the traditional design concept of shop signs is applied to the modern design of shop signs, which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design of shop signs in historic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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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招幌作为中国商业民俗的重要物质文化遗

产，凝结着民族智慧，体现了民族的审美理想，具有

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艺术价值[1]。近年来，随着

文化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重

视、挖掘与再现，但是简单的复古无法适应当代的审

美需求，因此需要寻找传统招幌的现代表达方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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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学者们对招幌文化的应用案例成为重要的资料

库，如清末民俗画家周培春绘制的招幌图，曲彦斌编

著的《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招幌词典》等，为招

幌的设计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自 2019 年起长

沙市开福区政府展开了旧城有机更新项目，对部分旧

街区的道路、建筑和招牌等进行整体改造。其中藩城

堤巷的改造是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汇集了多

样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商业种类，建筑包括民国至当

代各年代不同的商铺样式，商业种类主要有零售业、

生活服务业和传统手工业等。其建筑样式与商业生态

在国内历史商业街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针对该街

区的店招改造，可为国内同类街区改造提供直接实践

方法和参考实例。从中选取茶叶铺、餐馆、冷作坊、

修锁铺和棉被加工铺 5 家代表性店铺展开招牌改造

实践，基于传统招幌文化，融合当代审美，结合新材

料与新技术，探索传统招幌的传承与革新之路。 

1  招幌释义及藩城堤巷店招现状分析 

1.1  招幌的概念 

招幌是“招牌”和“幌子”的复合式统称，它们

是中国传统工商业中用于展示和宣传经营内容的一

种标识性广告方式，是一种视觉招徕艺术。招牌通常

挂于门首或立于门前，主要为了突出店铺的店标，宣

传店铺的名称；幌子则高悬于门首招徕顾客，意在宣

传店铺的行业类型[2]。在漫长的商业历史中，招幌经

过艺术加工和创作，融合了雕刻、书法、绘画、铁艺

等多种艺术手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形制，它是商业

民俗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

值[3]。根据所处位置的不同，招牌可分为挂招、坐招

和墙招，招牌内容通常以文字为主，将店名或写或刻

于牌匾或墙体之上，并以悬挂、砌筑等方式固定于门

市[4]。幌子相对于招牌来说较为灵活，作为一种动态

标识幌子常被悬挂于门前或建筑物上方的醒目位置 
 

来远程招徕。幌子可以活动和拆卸，通常早上营业时

挂上，打烊时摘下。繁荣的商业门类造就了幌子丰富

多样的形制，根据其表现形式可分为实物幌、模型幌、

象征幌、特定标志幌及文字幌 5 类[5]。部分幌子图样，

见图 1。 

1.2  藩城堤巷店招现状分析 

藩城堤巷位于长沙市开福区，南起五一大道，北

至吉祥巷，与接贵巷相连。商业店铺沿街道两侧呈条

状分布，其建筑风格包括近现代砖木结构、砖混结构

及现代砖混结构等。街区商业种类丰富，可满足周边

居民的生活基本需求，店铺类型包括鱼肉铺、百货店、

茶叶铺、裁缝铺、理发店，以及许多老行当如冷作坊、

首饰加工店等。老街历史悠久，积淀了深厚的商业民

俗文化，具有商业街区功能与历史记忆双重属性。老

街店铺招牌都是店主自发制作的，长期缺乏整体性的

政策规划和管理，导致其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整体视觉不和谐。许多商家一味求“大”，

导致招牌尺度与建筑比例失调，对建筑外貌构成不良

影响。许多箱体式门头招牌在形态上显得很臃肿，对

行人产生压迫感。同时部分商家为了追求醒目效果，

使得招牌色彩饱和度过高，缺乏调和处理。此外，老

街招牌材料多为喷绘布、亚克力等材料，质感较单薄，

耐久性差，且视觉语言混乱，风格上与建筑风貌脱节

严重。就整体来看，老街招牌造型普遍单一，缺乏创

意与个性，与建筑环境的融合性较差。 

其次，行业属性指向性不明。老街的招牌制作大

多出自经济型招牌制作单位，这类制作单位往往限于

成本，缺少设计师的参与，导致招牌视觉表达程式化。

招牌与店铺的匹配性不足，导致行业属性表达的缺

失。比如冷作店采用了暖色的招牌与圆润的标题字，

与冷作的行业属性及调性不匹配；修锁铺采用了 LED

闪光字招牌与吹塑板招牌，从外形到材料，都缺乏与

修锁行业的关联性。 

 
 

图 1  传统幌子 
Fig.1  Traditional shop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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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缺乏传统文化的体现。作为历史街区，店

招除了商业属性还应当具备文化特征，体现街区的历

史记忆与价值。老街店招的设计仅从基本识别功能出

发，对传统优秀商业文化的继承与体现不足，导致内

涵与品味的缺失。 

2  藩城堤巷店招改造设计思路 

店招的改造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应当理清各设

计要素并加以协调。首先，改造受政策的制约，根据

街区整体建筑高度的限制，政策规定矩形招牌短边一

般不得大于 80 cm，同时招牌上不得出现电话号码、

微信号等具体联系方式以保持招牌信息的整洁。其

次，招牌的设计应当尊重店主的合理诉求，在改造过

程中与店主保持沟通。最后，由于店铺所处历史街区

的特殊性，店招应当体现对传统招幌的传承与创新。

店招的具体改造分别从形态、材料、色彩、字体、亮

化等方面展开构思。 

2.1  行业相关的形态构成 

传统的实物幌、模型幌和象征幌都是通过与营业

内容的关联性来表达行业属性的。例如，钱庄的幌子

为一串铜钱，鞋店以巨大的鞋子模型作为招徕手段，

饭店则悬挂穗状布条来代表面条。招牌的改造设计借

鉴其表现手法，将行业特征作为主要考虑因素，通过

外形的构造及材料的关联性来表达行业属性。例如，

茶叶铺的店招可采用制茶的竹匾作为构成要素，餐馆

的店招将“碗”的形象融入设计，同理，修锁铺可将

锁的外形与店招进行有机结合。 

2.2  质朴耐久的材料运用 

传统招幌多选用自然材料如木、铜、铁、线、棉、

布、藤或其他复合材料，因材制宜，体现了天然质朴

的特点。在店招改造设计中，借鉴传统招幌的用材观

念，使用单纯质朴的材料如木、布、竹编及耐候钢（耐

大气腐蚀钢）等，同时搭配亚克力材料。亚克力主要

作为灯箱材料使用，与木材、耐候钢等构成强烈的质

感对比，彰显材料本身的结构美与肌理美。为了实现

材料的耐久性，竹、木等材料应当做特殊处理，做到

防水、防污与防腐，保证较长的使用周期[6]。 

2.3  单纯明快的色彩表达 

传统招幌大多利用材料本身的质感和色彩，具有

单纯明快的特点。招牌的改造设计沿袭传统招幌的色

彩处理方式，突出材料本身的自然色彩与纹理，同时

注重与环境的协调[7]。比如茶叶铺用竹匾搭配红色方

形亚克力灯箱，色彩明快，具有浓郁的民俗风情，木

质的餐馆招牌保持原木色，与砖木结构的建筑色彩协

调统一。耐候钢生成自然的锈色，与白色墙面或字体

形成鲜明对比，风格质朴，明快醒目。 

2.4  醒目恰当的字体选择 

基于传播的需要，招牌字体应当醒目易读[8]。一

般来说，笔画较粗、结构明晰的字体更易于远距离识

别，同时还应注重字形的优美、风格的适宜。特定形

态的字体可以渲染气氛，塑造店铺风格，抽象地反映

店铺的文化理念[9]。比如质朴粗犷的剪纸字体，富有

民俗气息，渲染了茶叶铺的乡土风情；基于劲黑体的

字形设计，造型洗练，风格硬朗，契合了冷作坊的空

间气氛。 

2.5  夜间亮化的灯光处理 

部分店铺夜间营业，在店招设计上有亮化的需

求，因此选择 LED 亚克力灯箱作为主要亮化方式，

因地制宜地设置灯箱形态使其与店招外形完美融合。

首先，灯箱光线均匀柔和，对人的视觉刺激温和，减

少了光污染；其次，灯箱隐藏了发光构件，使其外形

明晰，避免了视觉混乱；最后，将灯箱与招牌的构造

进行有机结合，两者相得益彰，体现了科技与设计的

统一，增加了店招的艺术感染力。 

3  长沙市藩城堤巷店招改造设计实践 

街区整体店招改造借鉴传统招牌和幌子组合运

用的设计理念，每个店铺采用 2 块招牌。除修锁铺以

外，其他 4 家店铺门头上方均为主招（主要招牌），

其余位置的为辅招（辅助招牌），两者相互配合成为

营业内容的补充和招徕功能的互补，实现广告功能的

同时，又可形成丰富的视觉层次。长沙市藩城堤巷 5

家店铺招牌具体改造内容，见表 1。 

3.1  茶叶铺——“好点茶叶” 

直接借用传统招幌的结构与形制，是现代店招向

传统招幌借鉴的基本思路[10]。茶叶铺的招牌借用传统

笋铺幌子“玉笋”幌子的形制，以制茶工具竹匾作为

招牌主体，内置红色方形亚克力，并配以浅黄色文字，

见表 1。竹匾涂刷清漆做防水与防腐处理，方形亚克

力与汉字的搭配是对传统红纸黑字形态的模拟，相对

于传统黑字红底的搭配，浅黄色与红色对比更加鲜

明。剪纸字体粗犷、醒目，与安化黑茶的乡土调性相

吻合，主招上的红色方形作为灯箱，内置 LED 灯以

实现夜间亮化，招牌的材质自然质朴，色彩鲜明，具

有浓郁的民俗美学特征。 

根据功能及位置的不同，主招和辅招尺度不同。

主招竹匾的直径大小根据卷闸门的宽度定制，辅招尺

度较小，高挂于山墙以实现远程招徕的功能，并以产

品“安化黑茶”为宣传卖点。 

3.2  餐馆——“一碗炒饭” 

主招外表层为合成板材，表面模拟自然木材的纹

理，与砖木结构的建筑风貌相协调，保证了美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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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沙市藩城堤巷 5 家店铺招牌改造 
Tab.1  Shop signs renovation of five shops in Fanchengdi Lane, Changsha 

店铺类型 改造前 招牌设计稿 改造后 

茶叶铺 

   

餐馆 

   

冷作坊 

   

修锁铺 

   

棉被加工铺 

   

 
且节约制作成本。招牌内置 LED 暖白色亚克力灯箱，

文字部分镂空，灯光塑造出字形，实现了夜间识别内

容的功能。主招大小根据门框上方的金属卷闸门舱尺

寸定制，在隐藏卷闸门舱的同时，尽量减少对建筑的

影响。店名“一碗炒饭”选择小爨碑字体，字形古朴

雅致，将“碗”字转化为碗的图形，增加了识别度和

趣味性。 

辅招主体采用板材，其余部分选择金属材料。其

形态参考传统招幌的构成方式，将“幌挑”拟物成“筷

子”，“幌挂”拟物成“面条”，底部缀以“碗”的造

型，照应了店名“一碗炒饭”。传统幌子的构造方式，

为招牌增添了艺术性与趣味性，丰富了展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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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修锁铺——“开锁换锁” 

主招和辅招均以耐候钢为主要材料，并辅以白色

亚克力文字，两者色彩明度对比大，可满足高识别度

的广告要求。耐候钢与常用的锁同为金属材质，因此

与修锁行业产生关联。同时，耐候钢形成的天然锈面

具有丰富的质感，作为保护层，耐腐性好，满足了耐

久性要求。从艺术层面来看，生锈的效果为招牌注入

了“时间”的观念，增加了店铺的历史感和艺术性。 

复合式文字招幌以招幌的形制、色彩的隐喻为主

要识别方式，并辅以相应的文字[11]。修锁铺的主招借

鉴复合式文字招幌的设计思路，以代表性的行业附属

物作为外形来源，根据修锁铺的营业内容——开锁、

修锁、换锁，提取锁的外轮廓；根据修鞋业务，提取

鞋底轮廓；疏通管道业务，则提取马桶搋子外轮廓，

并将提取的各个形状进行组合。根据“对称与均衡”

的美学法则，构筑出一个集 3 种主行业为一体的招牌

外形，并在对应位置标示文字[12]。字体选择方正跃进

体，笔画粗，易阅读，有厚重感与历史感。其复合外

形具有独特性和强烈的记忆点，有助于商业传播。 

修锁铺位于街区的十字路口旁，临街有 2 个建筑

立面，为了保证主要视角上的识别效果，辅招设于建

筑两立面交接处，垂直于内侧立面，与外侧立面处于

同一平面。辅招形态的“势”与建筑物窄而高的外形

保持一致，与之产生了和谐的结构关系。为了实现夜

间识别的效果，将灯箱融入辅招的外形结构中，4 个

方形灯箱，双面镂空文字，内衬白色亚克力灯箱板。

最上端的方形灯箱融合了锁的外形，表达了修锁的行

业属性。 

3.4  冷作坊——“NO.121 冷作坊” 

“NO.121 冷作坊”原名“壹贰壹號冷作店”，“121”

为该店门牌号。将原来的繁体字变为阿拉伯数字，并

用“NO.”标示序数，简洁易读，识别性更佳。“冷作”

与“作坊”组合出“冷作坊”的新店名，使其营业模

式的表达更加精准，双关的修辞手法易于记忆与传

播。冷作加工行业以金属为材料，进行各种器物的制

作，金属不经高温而直接加工，因此称为“冷作”。

店招选用耐候钢作为材料，既与行业属性契合，又考

虑了建筑，因为建筑立面为白色，所以耐候钢低明度

的锈色与之形成高对比度，满足了识别要求。 

主招文字以造字工房劲黑体为基础，进行字形再

设计。大块面的字体风格方便耐候钢的切割与加工，

是与材料工艺互相协调的结果。辅招以字体镂空的方

式标示具体营业内容，镂空处透出白墙，方便阅读。

主招与辅招两者内容上互为补充，位置上遥相呼应，

形式上变化统一，形成了丰富的视觉效果。 

3.5  棉被加工铺——“郑记加工棉被” 

店主姓“郑”，因此店招在原来的标题前加入了

“郑记”二字。首先，在店主姓氏后加上“记”字作

为店铺名称的前缀，是对传统的商业习俗的继承；其

次，与街道其他棉被加工铺有了明确的区分。 

招牌保留了原招牌的暖色，材料选择橙色的帆

布，文字进行浅黄色丝网印刷。帆布作为棉织物，质

地柔软，视觉触感温和，符合被子温暖的品质，表达

了棉被加工的行业属性。低明度的橙色与高明度的浅

黄色搭配，对比鲜明，易于识别，营造了吉祥喜庆的

氛围，符合顾客求吉的心理。字体根据拼布艺术的造

型特征，融合了拙朴感与现代造字美感，笔画敦厚，

易于识别。 

4  结语 

传统招幌设计以其丰富的表现方式为现代店招

设计提供了重要理念参考。通过对传统招幌的深入了

解和对藩城堤巷店招现状的分析，根据改造需求，梳

理整合各设计要素，分别从行业相关的形态构成、质

朴耐久的材料运用、单纯明快的色彩表达、醒目恰当

的字体选择和夜间亮化的灯光处理这 5 个方面展开

设计思路，对 5 家店招实施改造实践，从而实现对传

统招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将传统招幌设计理念运用

于现代店招设计的方法探索，为历史街区店招的整体

规划与设计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传统的造物智慧

是现代设计的宝贵资源，继承与发展招幌文化，对于

提升历史街区的地域特色、打造城市名片、保护中华文

脉沿袭、坚定民众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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