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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幌子的设计特征 
The design featur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gn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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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幌子是中国古代商业环境中一种极具美学特征的设计 

符号，具有技艺娴熟、形制规则、材料质朴、色彩明快、寓意于形、意向直观 

的设计特点。借鉴传统幌子的设计特点，现代的商业性广告设计应注意信 

息传达简明、直观，元素应用恰到好处，文化借鉴融合得 当，以体现中国传 

统设计文化 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造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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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子，亦称招幌、望子、市招，是店铺或作坊 

的行业标志，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作坊和商铺 

以及娱乐服务等部门向消费者宣传 自己生产或 

经营的商品品种、特点以及店铺规模、档次和服 

务对象、服务方式等内容的标志物。 1 远在战国 

时期，幌子就作为一种行业标志出现在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如《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中就有这样 

的记载：“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 

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可见，中国历史上很早 

就有用 实物 (牛头等 )做 幌子招揽顾客 的情 

况。 幌子是古代店铺用来招揽顾客的形象性行 

业标记，它的出现与传统社会的商业贸易紧密联 

系在一起，直到今天，很多行业还一直沿用。 

幌子作为一种商业符号，是同一行业的从业 

者共同使用的标记符号，起着方便顾客和引导消 

费等作用。其基本功能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 

广告宣传，吸引顾客。幌子的出现是伴随着商业 

繁荣而产生的，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 

幌子的形制逐渐成熟，同行的商家常常模仿、借 

鉴、对比，利用幌子精美的内容和新颖的形制来 

吸引顾客，达到广告宣传、吸引顾客的目的。二 

是指示提醒，引导消费。幌子作为中国商业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覆盖面大、流传范围广的 

特点。在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受教育的程度不 

高，店铺的幌子多以简约概括和识别性较强的形 

式出现，可以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商品的信息、商 

品的类别和服务项目，标志引导的功能很强。同 

时，由于幌子是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形制的幌 

子还能反映出商品的规模和档次。例如，挂麻数 

缕为专门经营白麻的中心店，挂麻一缕则为白麻 

代销店；饭店挂双幌，表明有较高的烹调技术，能 

包办酒席，挂单幌则表示只经营简单的饭菜，是 

小吃店。不同的商业类别和店铺形象在形形色 

色幌子的导引下一目了然。因此，幌子堪称中国 

传统社会商业文化中的视觉导向牌。三是体现 

活力，装饰店面。在传统社会的商业竞争中，幌 

子作为行业的标志和广告宣传的手段，其制作的 

精良和美观与否能反映商家的经营状况。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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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顾客，很多店铺都极其重视幌子的视觉效 

果，使幌子呈现出浓郁的装饰性，昭示本店富有 

生机和活力。 

一

、传统幌子的设计特征 

技指制作技艺、技巧，传统社会的市井繁荣 

为幌子的制作提供了程式化的生产模式，使得幌 

子琳琅满目、种类繁多。中国传统幌子形制有近 

千种，商家在幌子的制作使用上费尽了心思。同 
一

行业幌子的形制中，每个店铺为了招徕更多的 

顾客，在造型的设计上也是各有千秋。 就单一 

的幌子而言，从幌杆、幌挑、幌体到幌坠等无不凸 

显出幌子制作者的“技”的娴熟性。制作者通过 

每一部分形的繁与简、拙与巧、粗与细、雅与俗的 

组合，营造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以此来增强店 

铺的吸引力，招徕更多的顾客。 

中国民间艺人擅长在物质实践活动中总结 

技术经验，将所观察到的物理原理运用到器物的 

设计过程中。幌子的制作常运用木材雕刻、刺 

绣、黑白铁、锻铜、纺织等工艺，这些都是商家和 

民间艺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抽象、 

概括、总结的产物。尽管在流传和使用的过程 

中，幌子的形制也发生了衍变，并因地域和民族 

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是从总体上而言，幌子的 

制作技术娴熟，形制程式性明显。 

2．型的规律性 

中国传统幌子型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整体 

构成即基本形制上。传统幌子根据陈设方式可 

以分为坐幌和挂幌：坐幌是固定设置于商铺前地 

面上的幌子，也称立幌；挂幌是店铺外悬挂的幌 

子，通常由幌杆、幌挑、幌挂、幌盖、幌披、幌架、幌 

体、幌座、幌坠等构成，其中幌体是主体部分。 

每个商家根据 自己的店铺形式及商品特点设计 

幌子，其挂幌不一定都具备上述所有构成，但总 

体上遵循这样的结构形式，只是在大小、繁简、拙 

巧等方面各有特色，可谓同中求异。悬挂幌子的 

横杠常取龙、蝙蝠之状，以象征飞黄腾达、福气临 

门。此外，幌子造型的规律性还表现为“具有造 

型上的共通性，体现集体表象方式的传承”，即多 

用象征幌、图画幌，幌子构件里富有装饰性的艺 

术语言，其形象的象征与抽象在漫长的历史沉淀 

中“形成了民族群体每个成员头脑中的共同的集 

体表象，从而形成了共性的思维逻辑”【4]。如幌 

子里葫芦、莲子、石榴、鱼、蝙蝠、鹤、松、桃等自然 

物常被作为装饰语言和造型元素，这些都是社会 

文化心理的体现。 

3．材的质朴性 

中国传统幌子制作过程中，民间艺人往往就 

地取材、因材施艺，自然物质如土、木、草、竹、石、 

棉、麻、藤、金属、皮革等无所不用，有些甚至直接 

以商品实物作为主材，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 

与自然的和谐。制作者往往根据店铺的具体性 

质以及经营商品的种类、特点、规模而有针对性 

地加以选用。这些材料大多质朴自然，方便选 

用，给人别具一格的视觉感受。自然的材质承载 

纯朴的情感，是诸多现代无机材质所不能替代 

的。自然朴素的材料是人们内心永恒的良材，它 

传达着人们对自然的热爱与亲近，对人们的情感 

触动力强。自然的材料拥有温和朴素的质感，将 

这些材料作为商业视觉传达设计元素，可以给人 

带来自然的质朴、原始的召唤以及温馨的感受。 

木的坚实、布的柔软、藤的质朴、棉的洁白，每一 

件商业视觉传达设计的幌子制品都因这些特质 

而变得生动，内涵亦变得更加丰盈。这些自然的 

材质唤起了人们内心的感动，可以说，中国传统 

幌子的设计之美，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自然朴素的 

材质美。 

4．色的简明性 

中国传统幌子设计中色彩的使用多注重美 

观悦 目、色彩鲜明，往往给路人以很强的视觉冲 

击力，从而达到广告宣传、引导消费和装饰店铺 

的目的。如图 1所示的中国传统幌子，无论是鞋 

铺幌子、鞋底作坊幌子、切面铺幌子，还是麻线铺 

幌子、粮店幌子，都符合赏心悦 目、色彩鲜明、视 

觉冲击力强的要求，达到了宣传产品、引导消费 

之目的。从色彩上看，幌子设计通常在材料 自然 

成色的基础上追求视觉美感效果，整体显现出简 

洁、明快、鲜艳、生动的特点，体现了幌子鲜明的 

形象。在色彩运用上，幌子偏重于红、黄、蓝、黑、 

白等色调，一般多用象征喜庆吉祥的红色或黄 

色，有时再辅以金色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是普通 

民众非常喜爱的大众色彩。幌子的色彩是传达 

商品信息和情感意蕴的载体，具有极强的表现 

性，与其他造形元素相比，色彩能更深刻、更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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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传统幌子 

地表现幌子的形态之美。传统幌子很重视色彩 

的构成。中国传统美学既讲究阴柔和阳刚之美， 

也注重绚烂和朴素之美。在传统幌子设计中，这 

种绚烂与朴素之美通过色彩的鲜明和单纯得以 

展现，色彩的简洁明快增强了幌子的视觉冲击 

力。此外，工艺、原材料和价格的制约，要求幌子 

的设计与制作在用色上尽量省工、省料、高度提 

炼概括，故幌子的整体装饰性色彩要依靠色块大 

小、形状、空间距离来统一选配。 

5．形的寓意性 

琳琅满目的幌子是传统社会大众文化的载 

体，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作为民众 

喜闻乐见的视觉符号，其产生和发展也反映了一 

些特殊历史民俗。 从装饰素材来看，传统幌子 

的装饰图形繁复巧妙，商家偏爱的装饰纹样有钱 

纹、龙纹、云纹、如意纹、覆莲纹、夔龙纹、福字等 

代表吉祥富贵的图案元素，体现了热闹喜庆、大 

吉大利的主观愿望；在装饰图案方面，商家多倾 

向于凤凰、龙、蝙蝠、鹤、喜鹊、蝴蝶、佛手、石榴、 

桃、莲花、竹、鱼、梅、葫芦、灵芝等寓意吉祥的自 

然素材。如行医与药店的招牌大多有葫芦、串 

铃、鱼符等元素。自从汉代壶公在市井悬壶卖 

药，葫芦便不仅作为装药的器具，而且也成为中 

医的代名词，寓意悬壶济世，店堂门口只须挂个 

葫芦，人们便会进去就医抓药。串铃又名虎撑， 

传说唐代医药家孙思邈为虎取喉中之刺，以之支 

撑虎口，后演变为走方医的标志和象征。鱼符是 

用石片或木头雕成的鱼形幌子，门挂双鱼有太极 

阴阳鱼之意，鱼又谐“愈”，且鱼不分昼夜总是睁 

着双眼，悬挂鱼符也意味着药店不分昼夜为患者 

服务。图2所示为饭铺与汤圆铺的幌子，它们的 

构成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其主体构成都为一竹 

制蒸笼下面悬挂着红蓝白等颜色不同的彩带。 

饭铺幌子中的蒸笼在这里寓意出售热的食物，一 

般指示餐馆或客栈的性质，各色不同的彩带寓意 

此店食品味道好、种类多；汤圆铺幌子的蒸笼加 

上许多带红点的白色棉球，则表示这里销售汤 

圆，白色棉球在形状上与汤圆相似。 

图2 饭铺与汤圆铺的幌子 

6．意的直观性 

意包括“心”与“理”两方面，“心”是指心理， 

包括人的思想感情，而“理”则是指客观规律。中 

国传统美学除了有对形式美的要求，还强调气 

韵、神韵在事物中的贯注。中国传统幌子作为社 

会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视觉符号，通过特定 

的章法与表现形式来抒发和传达寓意，不仅具有 

构形、指示的认知性，而且具有直观意象表达的 

情感性与象征性，通过形态、色彩、文字等视觉符 

号传达的丰富寓意和精巧艺术构思使幌子成为 

● 征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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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主观意象，这种主观意象是对传统社会的 

风俗习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的反 

映，更是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具有重要 

的美学价值。 正如台湾著名商业标志设计师王 

行恭所言：“中国的传统市招，造型古拙朴实，式 

样活泼生动，千百年来，以众所熟悉的身段，传达 

淳朴与率真的民间美学理念，鼓舞着社会的生存 

幂口仓『J造的活力。”_， 

二、传统幌子对现代设计的启示——_一 

1．信息传达直观，简明易懂 

信息传达直观、简明易 瞳是中国传统幌子设 

计的主要特征。如图 1中鞋铺幌子与鞋底作坊 

幌子的设计就采用了同类产品的小型模型构成， 

使顾客看到这些幌子时能很轻易地明白该店铺 

的经营类别，体现了意义传达的直观性和简明 

性。当今的商业性视觉传达设计也需要质朴、率 

真、直接、凝练的表现形式，应尽可能地将艺术夸 

张降低到最低限度，以求信息传达的；隹确性和真 

实性，并符合大众的审美品位。 

2．元素应用适宜，恰到好处 

传统造物讲究适宜原则，这在中国传统幌子 

的设计制作上也有体现，其造型、技艺、选材、用 

色、赋形、达意无不讲究元素应用适宜，将设计元 

素与店铺性质有机结合，达到广告宣传、招徕顾 

客等目的。这一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启示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设计作品时不要刻意 

夸张、做作，要讲求造型与信息传达的同一性；二 

是对设计尺度要准确把握，对材料、设计元素及 

色彩的选用要恰到好处，尽量就地取材，凸显生 

态意识；三是遵循天人合一的设计准则，选用对 

环境影响较小的工艺方式，避免环境污染。 

3．文化借鉴得当，古今一体 

中国传统幌子在设计上达到了自然美、生活 

美和艺术美三方面的和谐统一，折射出中国传统 

文化的基本特征。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 

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现代设计对于传统 

文化元素的借鉴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应着重 

于以人为本、用现代审美观念对传统幌子中的设 

计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其富有时代感， 

具有现实意义。如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许 

多标志设计作品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 

结合的产物，其作品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以中国传 

统元素为表现素材，并赋予其现代风格，使作品 

具有强烈的“中国味”。 

三、结语 

《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 其中天时、地 

气、材美、工巧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人工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任何设计活动都不是孤 

立的功能或形式创造行为。幌子这一传统设计形 

式是客观事物的质朴与主观心理的纯真完美结合 

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物质体现和中国 

传统民族工艺的视觉载体。它反映了中国传统造 

物的自然、质朴和生动的民间美学特征，体现了传 

统社会普通民众的心理情趣、爱好习惯，反映了民 

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 

更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善相兼、天人合一、以 

和为美、生生不息的造物理念，对今天的商业广告 

设计有重要的学习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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