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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招幌的美学特征及其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启示

张红颖，张宗登

（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招幌是宋代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民间艺人通过对行业和商品元素进行提炼、概括，以
富有生活气息的造型和色彩、丰富深刻的寓意与各种自然材质相结合，使招幌呈现出淳朴、率真的艺术特

征。其在以下方面给现代广告设计提供了启示：鲜明直观地传递信息，含蓄清新地搭配颜色，装饰元素融

入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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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 of Chinese Signboards in Song Dynasty

Zhang Hongying，Zhang Zongdeng
(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

Abstract：Chinese Signboard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rts and Crafts in Song Dynasty. By refining and summa-
rizing the industry and commodity elements with modeling and colors full of vitality, combining morals with various natural
materials, traditional folk artists endowed the signboards with simple and forthright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signboards
of Song dynasty are inspirational to today’s designers in the aspects of simple shapes, direct and clea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imple but elegant color employment of implicitness and freshness, natural decoration and element infu-
sion into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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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幌是伴随着商业贸易、商业信息传播而出现

的一种传统广告形式，用今天的语言来解读，它包

含着招徕和牌幌两个层面的意思。招幌与今天广告

领域所能见到的招牌、商标有较大的区别：招牌是

商业店铺的标志，商标是产品的标识，而招幌是手

工作坊时代的一种行业标识，其范畴比招牌和商标

广得多[1]。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宋代各式招幌大多具

有相似的本质，那就是招徕顾客，吸引受众，达到

扩大商业营销的目的。

1 宋代招幌概述

招幌源于古代最原始的实物广告。最早的实物

广告起源于何时，由于史料的缺乏，现在已难以考

证。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招幌的产生与坐贾（“贾”，

读“gǔ”）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坐贾的出现，是社
会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易日益频繁，集市和城市逐渐

形成的结果。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商人已有了行

商和坐贾的区分。班固《白虎通义》曰：“商、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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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也？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

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有其用物以待

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2]可见，“贾”

即为有固定场所的坐商，由此可以推断，招幌的出现

应该在春秋时期，距今约 2 500年的历史。
宋代是招幌真正得到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秦至唐朝，不同朝

代都颁布了以抑商为目的的坊市政策，城市的贸易

地点只能在固定的场所进行（如今天的集贸市场），

所有商品实行分区销售，所售相同物品的商家较少，

基本没有商业竞争，城市街头较难见到招幌。如《长

安志》记载，唐代的坊，除坊门外都围着墙，如无

特别允许，不能随便向大街开门[3]。抑商为主的坊市

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该制度解体后，以招徕

顾客为目的的招幌才得以大规模在街头出现。宋代

官办坊市的传统逐渐取消后，商人可根据需要，自

行开办商铺进行贸易，因而市场经济活跃。二是宋

代人口数量的增多，城市化不断扩展。据宋史文献

记载，到了宋代，有40多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
有的城市人口甚至超过 100万。如北宋时期的开封，
人口已经达到 150万，其规模已经与现代中等城市不
相上下[4]。以上两个因素，促进了宋代城市经济的迅

速发展，也促进了招幌种类、形制、色彩和材料的不

断丰富。从宋代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

北宋京师的繁荣景象，各式招幌、酒旗和“字招”琳

琅满目。《清明上河图》中招幌有近 30多处，这些招
牌或悬挂于门上，或立于铺门前，分为竖招、横招、

坐地招、墙招，为香料店、药店、旅店、酒舍、纸马

铺、卦肆、绸缎店、装裱店等店铺的标识[5]。

2 宋代招幌的美学特征

宋代初期，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转变对当时社会

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政权的建立，结

束了多年的割据纷争，统治者实行了轻徭薄赋、招

徕流亡、奖励生产、鼓励兼并、不立田制等一系列

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宋代经济得到迅速发展[6]。宋

时的民众奉行自然，崇尚理性，以天地为本源，在

生活上追求素雅平淡，舍弃刻意雕琢的美，这一特

点也反映在工艺美术领域。招幌是宋代工艺美术的

典型代表，具有典雅平正、内敛纯真的艺术风格。招

幌在装饰上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

含蓄淳朴之艺术美感。

2.1 形制简单质朴

宋代招幌沿袭了秦汉以来招幌的主要特征，在

形制上却又表观出其所独有的特点。宋代招幌在形

制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写实性招幌，一类

是写意性招幌。招幌的使用在当时已经有了明确的

规范：横幌一般挂在店铺的门楣上方，竖立的招幌

悬挂于店铺入口右侧，坐幌放置在店铺内部的商用

展台上，内幌则挂在店铺内部的墙壁上，作为装饰

墙体之用。不论是横幌、立幌，还是坐幌、内幌，既

可以是写实性的，也可以是写意性的。

写实性招幌形制构成主要有以下形式：1）用所
销售的商品进行直接悬挂或摆设，如卖鞋的店铺悬

挂一只靴子。2）将所销售商品进行放大、缩小，或
夸张、变形，进行悬挂或摆设，如卖针线的店铺悬

挂一根形体较大的木针。3）使用与所销售商品相关
联的物体进行悬挂或摆设，如卖包子的店铺，在门

口挂一个小型的蒸笼。写实性招幌形象直观，普通

民众只要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就能很好地判断出

店铺所销售的是哪一种商品。写实性招幌造型大多

简洁优美，讲究形与比例的协调。不管是包子铺悬

挂一个竹制蒸笼，还是“白麻”商铺悬挂的数缕麻

线，招幌在形制上都是非常简洁的。这种形制的简

洁正是招幌造型上共通性的体现。

写意性招幌的形制构成主要有以下形式：1）使
用图画内容作为招幌的主体，反映经营的品种、类

型，如五金工具类招幌使用工具的图案来展示行业

信息。2）使用抽象化、概念化的象征性符号作为招
幌的主要构成元素，如酒铺的招幌，大多在门口悬

挂一个葫芦来展示店铺信息。3）在幌旗上面书写所
销售商品的名称以招徕顾客（与今天的商业招牌相

似），如在酒铺的幌旗上书写一个“酒”字，让人一

看就很明了。

从写实性招幌与写意性招幌的构成主体来看，

二者均具有简洁、典雅的特点。宋代招幌的设计制作

清除了多余的装饰并紧紧与其本质相伴。这种简单

质朴的造型，让人们体味到轻松活泼、简洁明快的愉

悦感，传达出一种质朴纯真、清淡雅致的生活态度。

2.2 色彩素雅明快

宋代招幌的用色多注重美观悦目，色彩明度高，

往往给路人以清新的视觉吸引力，从而达到了广告

宣传、引导消费和装饰店铺的目的。宋代招幌在色

彩的运用上侧重使用比较素雅的蓝、黑、白色，同

时也会采用具有吉祥寓意的红色或黄色，而在具体

招幌的制作过程中，惯于使用单一色彩。招幌在材

料自然呈色的基础上，追求视觉美感效果，整体显

现出简洁、明快、素雅、生动的特点，体现了这一

时期招幌鲜明的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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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招幌的色彩是宋代色彩文化的构成部分。

以蓝、黑、白为主的素雅色彩，可以展现淡雅、朴

素的色彩观念；而以红色或黄色为主的吉祥色彩，可

以表现喜庆吉祥的心理寓意。从色彩心理学的角度

讲，从唐代浓烈的色彩转向宋代清雅色彩的变化，正

是这一时期人们内在心理需求的转变，这种内在心

理需求的外化，将宋代浑然天成、自然朴素的美学

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7]。

2.3 装饰自然传统

宋代招幌大多去掉了多余装饰，以匀称的造型、

合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来传达一种含蓄之美。宋

代招幌中有的运用祥、盛、益、隆、和、福、泰、兴、

恒、昌等具有祝福意味的吉祥字语，有的在招幌上

绘制如蝙蝠、蝴蝶、石榴、桃、莲花等吉祥图形；也

有些将文字和图案结合，甚至在招幌的幌杆、幌挑、

幌挂、幌盖、幌披、幌架、幌体、幌座、幌坠上装

饰一定的纹样，使得招幌的整体造型和寓意紧密结

合，表现出对大众心理与传统观念的尊重和喜爱[8]。

在装饰纹样上，宋代商家们偏爱钱纹、龙纹、云纹、

如意纹、覆莲纹、夔龙纹、聚宝盆、福字等代表吉

祥、富贵的元素，体现了热闹喜庆、大吉大利的主

观愿望；在装饰图案方面，有寓意吉祥的凤凰、龙、

鹤、喜鹊、佛手、竹、鱼、梅、葫芦、灵芝、万字、

双喜、寿字、福字等，如行医与药店的招牌，大多

有葫芦、串铃、鱼符等元素[9]。

3 宋代招幌对现代广告设计的启示

宋代招幌是坊市制度瓦解、商品贸易繁荣、市民

文化兴盛、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传

统招幌的典型代表。宋代招幌形制古拙朴实，式样

活泼生动，千百年来，以大众熟悉的方式，传达淳

朴与率真的民间美学理念，鼓舞着社会的生存和创

造的活力[10 ]。宋代招幌形制简洁，信息传递鲜明直

接；色彩素雅，颜色搭配含蓄清新；装饰自然，元

素融入传统文化，给现代广告设计以启示。

3. 1 鲜明直观地传递信息

经过长期的动乱，到了宋代，人心思定，人们奉

行自然，强调“天人合一”。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宋

代商家和民间艺人在招幌的制作上，善于师法自然，

通过对自然淳朴的自然美学进行抽象概括，使招幌

成为简约直观、鲜明生动的视觉传达符号。宋代招

幌遵循质朴的生活规范，通过对行业和商品元素进

行提炼、概括，把民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憧

憬和具有传承性的造物理念，以富有厚重的生活气

息的造型和色彩、丰富深刻的寓意与各种自然材质

相结合，构成了宋代招幌淳朴、率真的形态特征。这

种形制简洁、质朴率真的造物法则，在当时社会具

有广泛的认同性和高度的共识性。

招幌具有商业宣传和引导消费的功能，这与今

天的商业广告在本质上没有太大不同。然而，在传

达方式上，二者却有较大差异。宋时招幌的造物原

则融合了当时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信

息传达鲜明直观。而当前繁华的都市却到处可见所

悬挂的低俗商业广告，给人一种压抑、光怪陆离的

视觉感受，显示了当前商家的浮躁和功利，也给生

活压力较大的都市民众带来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反

观宋时招幌简约概括和识别性较强的形式，可以让

消费者在素雅淳朴的元素中，直观地感受商品的信

息、商品的类别和服务项目。

3. 2 含蓄清新地搭配颜色

在商业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色彩最具有说服力

和吸引力。民众的审美情趣、文化素养、精神情感

等，都可通过色彩在同一时间进行传播。同时，色

彩能刺激人们的感官，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现代都

市琳琅满目的商业广告和色彩各异的霓虹灯，使市

场经济浓厚的商业气息充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色彩夸张、艳丽斑驳的商业广告虽然达到了吸引消

费者眼球的目的，但同时也给人带来了躁动与压力。

宋代招幌用色以蓝、黑、白为主，搭配少许红、黄

色，使其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这种色彩可给人

带来心灵的宁静。宋代招幌在色彩上的素雅与含蓄，

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吉祥寓意，对今天的商业

广告设计的色彩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今天的广告设计中，色彩素雅明快的广告设

计往往能获得消费者的好感。如德国著名雨伞品牌

BRELLA的门头广告设计（如图 1所示），采用比较
素雅的冷色调，门头采用 3 个可爱的立体雨伞的造
型，跟宋代传统写实性招幌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 1 BRELLA雨伞的门头广告设计
Fig.1 “BRELLA” advertising design at th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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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装饰元素融入传统文化

宋代招幌的装饰元素以具有吉祥寓意的民间图

案为主，装饰材料大多为自然材质，带有浓郁的传

统文化特征和民俗文化色彩。自然材质如木、石、藤、

布、棉、麻等，承载着人与自然之间淳朴的情感，拥

有温和质朴的质感，传递着自然和谐的力量。招幌

设计制作中自然装饰材料的运用，使招幌显得质朴

自然，同时使消费者心理上感受到一种原始的召唤

以及温暖的关怀。

宋代招幌大多采用能反映普通民众生活习惯与

审美情趣的吉祥元素（如本文 2.3所述），以传达出
宋代民众丰富的情感，蕴含了宋代民众趋利避害、祈

福纳祥的美好愿望。直至今天，这些寓意吉祥的传

统文化元素仍然对当代设计师充满着诱惑，并在设

计中进行借鉴和吸收。对现代广告设计而言，选择

自然材料，可打破当前无机材料一统天下的局面。同

时，融入寓意吉祥的传统文化元素，将广告设计的

内涵变得生动和丰盈，从而唤起消费者内心的丰富

情感，并最终促进销售。

4 结语

宋代招幌具有淳朴、素雅、简洁、含蓄的艺术特

点。这种淳朴之风是多方面的，既是形式、风格的，

又是精神、情感的。至为重要的是，宋代招幌的淳

朴与率真是民众质朴心理的外在体现，这种外在形

式的质朴源于普通群众质朴率真的人格。宋代的艺

人遵循着质朴的生活规范，通过对行业和商品元素

进行提炼、概括，把民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的

憧憬和具有传承性的造物理念，以富有厚重生活气

息的造型和色彩、丰富深刻的寓意与各种自然材质

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构成了宋代招幌淳朴、率真

的艺术特征。

宋代艺人将招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寓意完

美结合，使其不但具有推广产品的实用价值，而且

还寄寓了人类美好的情感和愿望，表现出了设计者

精心的艺术构思，这些都值得现代广告设计者学习

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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