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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黎黄陂路招牌字体改造与城市街区视觉形象的关系

研究 
董  璐 

武昌首义学院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招牌字体日渐成为构成城市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商业招牌字体在促进
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给生活环境造成视觉污染，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视觉形象。 

本文首先结合实地调研着重研究了汉口黎黄陂路商业招牌字体的应用现状，对其招牌字体当前所存在的诸如表现手法孤立、字
体形态雷同、视觉规范程式化、色彩搭配混乱等各种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分析。以此为基础本文讨论了黎黄陂路商业招牌字体
与城市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并针对商业招牌字体的应用问题提出设想，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招牌字体用在
空间中的应用特点，以及设计师对环境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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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城市就像一本记载历史的书，记载着人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所有内容符号，在各种闪耀着人文光辉的符号中，文化街区作为城

市中的特定概念将其贯穿起来，这就是文化街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

因。如今，对于城市品牌形象设计的研究非常之多，其设计的内容

复杂、涵盖之广，己经不能具体到城市内部的细节。因此，要展现

一个城市的个性和味道，树立文化街区的形象设计成为首要选择，

因为它是城市具体的、特色的表达。因此，研究黎黄陂路招牌字体

改造与城市街区视觉形象的关系是必要的。 

文化街区是城市文脉发展延续的重要元素，是当地特色文化的

浓缩精髓。黎黄陂路作为武汉的红色教育基地、万里茶道文化和租

界文化的承载地，更应该凸显出其历史文化和商业文化，将地域性、

民族性等传统的物质精神和现代设计理念紧密结合起来。 

本文通过对武汉市汉口黎黄陂路店面招牌形象进行考察研究，

其店面招牌形象问题还未受到商家的广泛重视，很多商家为了追求

成本效益，往往忽视了城市的地域文脉、城市环境和艺术美感等，

各自为政的乱象，有的商家甚至将店面招牌随意放置，违背了城市

相应的规划和管理。所以, 对于黎黄陂路店面招牌形象设计研究显

得十分重要。 

因此，本文针对武汉市文化街区——汉口黎黄陂路店面招牌形

象现存的问题进行剖析，将黎黄陂路分为三大类型：①红色文化；

②茶道文化；③租界文化，并结合武汉的历史文化、经济、地域性

特征等因素，探索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对实际现状问题进行梳

理。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归纳出不同主题的招牌汉字字体、颜色、材

质、风格等对城市街道视觉秩序构建的影响。通过这些影响因素寻

找出解决招牌问题的办法和规律，并通过一些主题性的招牌字设计

还原出街道甚至于城市的面貌，保留悠久历史文化和人文理念，传

承自身的城市文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引入文创艺术产业，打造

黎黄陂路文旅新地标。对于提高城市影响力和知名度、塑造出更具

有人文魅力的武汉，具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1.城市街区艺术功能改造的时代性和街区“招牌”研究的
重要性 

首先，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最新政策背景入手，通过对

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必要性和激活历史文化街区内生动力的区域

性要求进行分析。结合国家大政方针，放眼于我国发展实际，聚焦

于武汉实施的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发掘对历史文化街区在内的

城市建设发展中所需的有益启示。 

其次，城市文化街区“招牌”研究的重要性。城市的视觉秩序

构建与招牌形象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面墙与一块砖的关系，要想构

成一面密不透风的墙，任何一块砖的疏忽都能影响到整体。经调查

发现，汉口黎黄陂路街面招牌设置破坏了文化氛围和城市品位，商

业信息、文化信息混乱，于是黎黄陂路招牌研究尤其重要，课题中

将黎黄陂路的历史文化特性、功能性和地方的区域特色来做为定位

的思想设计商业的招牌形象，让招牌形象兼并识别、诱导及带有明

显标志性和文化性的同时，将企业文化与所处城市地域的人文文化

特征与商业招牌形象的设计结合起来，提高公众对城市形象的认同

感，给城市的建设带来新的闪光点。 

后期我们将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思路，运用理论

及文献研究、调研问卷、归纳总结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广泛涉猎国

内外历史文化街区发展脉络和保护改造理论手法对比分析、文化街

区商业招牌形象设计的理论与研究成果，研究武汉文化街区“招牌”

艺术形象功能改造的时代性和重要性。 

2.汉口黎黄陂路“招牌”形象现有问题研究 
百年时光赋予黎黄陂路独特的民国气质，作为街区文明的窗

口，店面招牌、广告标识等都是构成街区视觉形象的主要载体。但

是，黎黄陂路招牌形象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2.1 招牌位置混乱，分不清主次 

商业招牌字体不同于一般宣传物上的字体，其本身具有其特定

的传播规律，应该结合其特殊性、所处的场所以及行业特征进行设

计。具体说来，应该达到易读性、统一性与简洁性、审美性三点。

但是黎黄陂路上的招牌安装比较混乱，上下错乱摆放，没有主次，

很难将不同营销主题的店面和店名对应。 

2.2 安装不规范，与周围环境孤立 

商业招牌字体应用孤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与其他招牌的字体形态孤立。商业招牌字体的形态可以对

店铺经营的产品信息起到指示、说明作用，同时也会给受众带来想

象的空间和余地。优秀的招牌字体形态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同时也

起到提升品牌品味、勾起消费欲望的作用。而黎黄陂路招牌字体就

显得十分孤立，但只靠本店铺自己的招牌字体形态是不够的，它周

围的招牌字体形态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② 与店铺整体风格孤立。商业招牌字体除了考虑自身的传播

规律和审美性之外，还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出发，必须依据所处环境

的特征，结合地处的综合条件，决定招牌字体的形态、材质、色彩

等等，才能与环境相辅相成，共同体现出城市形象的外在气质。而

黎黄陂路上很多店铺的招牌字体为了彰显个性，吸引更多的注意

力，费劲各种心思而使其显得与众不同，致使无论是色彩还是设计

风格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2.3 招牌字型缺乏文化设计 

不同店铺的商业招牌字体应该具有自己的特征，通过招牌字体

的“形态”传达出自己店铺的营业性质和理念。而经过实地调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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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黎黄陂路上的很多商业招牌字体没有自己明显的特征，而是采

取一种“跟风”的态度，缺乏街道特色和文化内涵，跟随大多数店

铺的招牌字体，千篇一律。 

2.4 商业招牌的色彩随意搭配 

商业招牌字体色彩不但要符合自身的审美规律，而且要考虑与

招牌本身的色彩、周围环境色彩以及其他招牌字体色彩之间的关

系，做到和谐统一。商业招牌字体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花”、“脏”、

“乱”。走在黎黄陂路上，不难发现商业招牌字体给人的感觉就像

一张“大花脸”，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用尽各种强刺激、侵扰性的浓艳对比，不但使招牌脱离店铺的整体

风格，而且和其他的招牌和招牌字体的色彩凑在一起显得极不协

调、给人以杂乱、喧嚣的印象。 

因此，进行汉口黎黄陂路“招牌”形象设计是必须考量其背后

的经济、文化、历史、艺术、社会背景与影响现实场所的空间、建

筑物等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它不仅有大众价值观、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升与社会制度等变迁条件作为动力来源，同时拥有历史文化、生

活风格与之呼应。 

后期我将对比分析黎黄陂路商用、私人住宅、办公住宅等的不

同用途，通过招牌形象的抽样测试调查分析，走访商家和街区市民，

咨询相关的视觉心理专家，分析国内外招牌形象设计的理论与研究

成果，为汉口黎黄陂路“招牌”形象设计提供思路。 

3.汉口黎黄陂路的类型、特点及招牌字体功能改造的优势
探析 

黎黄陂路在旧武汉时位于原汉口租界中的俄租界地域，道路两

侧建有 17 栋具有不同欧式风格的历史建筑物，由于部分商业化开

发，进行了一些功能置换，一般为红色文化纪念馆、茶室、咖啡厅

等小商业和办公设施等，归纳为 3＋3＋3： 

三大类型：①红色文化；②茶道文化；③租界文化。 

三大特点：①传承红色基因之民族性、地域性；②兼具中式神

韵和西式特色；③鲜明的混合性、近代性、自治性。 

三大优势：①从传统招牌文字中折射出品牌意识（精神、观念、

理念）；②民族文化的复归（视觉塑造、文化展示）；③黎黄陂路艺

术功能塑造和地域文化的拓新（传承与拓新）。 

我将运用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和实证探究等方法对汉口黎黄陂

路类型、特点、功能进行分类，并具体研究以下几点：黎黄陂路招

牌及招牌字体应用现状、招牌及招牌字体问题分析、招牌字体与城

市形象、招牌及招牌字体可行性设计方案。根据前期对黎黄陂路背

景与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应对汉口黎黄陂路进行区分、定性，挖掘

招牌字体功能的基础上赋予其传承文化的作用。 

4.汉口黎黄陂路“招牌”形象设计研究 
首先，根据汉口黎黄陂路三种文化类型构建相应的主题性视觉

秩序。有些街道只是在名称、路牌等元素上做了一些表面功夫，而

并没完全的体现不同文化类型街道的不同本质，但是如果合理的使

用创新的主题性招牌字体，就可以更好的划分不同类型文化街道之

间的关系。 

其次，在考虑招牌字体与周边环境协调性的基础上，整体控制

好招牌字体的字型、色彩、材料等变量。风格和造型要适应周围空

间的比例尺寸、文化传统、环境的风格样式，以及与人的互动关系

等。 

再次，招牌主题性字体设计与通用型字体的矛盾规避。主题性

的招牌字体设计需要与原有的通用型字体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使

用方式，以避免一些使用矛盾。制定出主体性字体和通用型字体的

实用理论标准，如果本身拥有其自身的视觉体系和标准字，那么不

予改动，如果商铺本身没有自身的品牌视觉体系和标准字，那么则

鼓励选择更符合街道主题性的字体来制作招牌。 

最后，字字相合＋字图相合＋字脉相合。结合时代特征和民国

时期字体的风格，以清代的榜书体作为骨架来为黎黄陂路招牌设计

两款字体，分别为民国招商宋体、民国招商黑体。在符合历史年代

感的同时，融合了手写榜书楷体的苍劲有力。让文字更易于放在招

牌上使用，为喜欢使用黑体字的人们多了一种选择。 

方法：遵循清代的榜书体的笔画和结构规律规范作为参考，运

用一些基本笔画进行字体的组合和拼接，不断的微调每个笔画在不

同的文字中的不同变化，同时保证其基本笔画特征的统一性，尝试

性地在大量的实践制作中去总结出其中的设计细节，并与三方（政、

企、个）频繁沟通，做成调查问卷，进行反馈，以便更好地为理论

研究提供支撑。 

在承接历史，符合当下及未来时代的发展需求方面具有创新的

探索，从城市、街区、招牌、文化等“生命力”的问题上做文章，

找寻“人”在历史文化街区中进行各类社会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文化

载体，运用“置换”与“重置”、“融合”的手法对街区、招牌进行

改造提升，激活空间、功能的利用性，引入丰富业态，推动整体街

区实现自我调节发展的内在要求。 

5.设计师应承担社会环境改造优化的责任 
随着社会的进步，商业招牌字体设计获得了蓬勃发展。然而，

它除了带给人们巨大的经济利润之外，也带来了人们不愿看到的负

面影响——视觉环境污染。正如斯科特·尤恩所说，“设计师制造

了世界上最美的垃圾”，同时著名景观学者艾米莉·布雷迪认为：

人类在对环境的规划和改造时，有时审美价值的获得是以生态和自

然环境受损为代价的，这样美学的目的就和我们的道德责任相冲突

了。的确，在现在的一些公共环境中，由于没有整体环境意识的设

计，导致招牌字体只追求刺激的视觉效果，各种形态夸张、颜色生

硬、杂乱无章的商业招牌字体充斥着城市的各个角落，不但损坏了

城市形象、破坏了视觉平衡，同时也违背了设计的初衷。“在我们

的国度、我们的城市以及我们的村镇，都应能让人选择具有尊严以

及有质量的公共生活空间。”这是整个当代文化和思想意识在公共

生活领域中的体现，是主体意识觉醒和人文精神复归的体现。 

简而言之，设计师“必须要成为一位广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

不仅需要具备满腔的社会良知和道义，自觉的关注并投身于社会公

共事业，而且还应当对社会公共领域内的重要事物或问题有所研究

并形成独特见解。”设计师应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具体行动去解

决最现实的问题，为人民创造适宜的公共领域和生活环境。 

结语： 
本文基于汉口黎黄陂路三种不同类型（红色文化、茶文化、租

界文化）招牌的研究，探讨了汉口黎黄陂路招牌改造与再利用的技

术和方法，并探究符合文化街区综合价值体系传承与发展的创新之

路，通过对建筑的保护、招牌字体形象的改造与提升等手段引导“政

府、企业、居民”“1+1+1”三方多层面、多角度的实现共建，从而

在监督管理、商业发展、改善生活等方面发挥不同作用，将红色文

化、现代文化、地域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逐步形成街区完整真实的

社会活动运作体系，以新手段促文化街区改造提升的新模式，真正

做到“宜居宜业宜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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