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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不要让“统一招牌”扼杀城市活力

编者按：

时下一些城市以加强城市市容市貌管理为由，统一设计制作街道招牌，看似是加强管理，
实则使城市文化失去了活力。大凡古今开店的商家都希望生意兴隆，店名也多取吉祥词句。久
而久之，招牌便形成了一种文化。招牌虽然说是一个商店的名称，但从其内涵来看，每一个招
牌都渗透着大量的人文因素，体现着商家的形象、精神以及价值观等。招牌虽小，却是城市精
神文明的窗口。

不要让“统一招牌”扼杀城市活力 题目即论点，旗帜鲜
明。

①近段时间以来，各地网友纷纷吐槽，一些城市的街道变丑
了，变冷清了。原本各具特色的店铺招牌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
大小、颜色、风格、字体都一模一样的统一招牌。招牌作为挂在
商店门前用于指示店铺名称的牌子，实际上是经营者的品牌标
识。中国招牌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
文故事，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地方政府以“美化市
容，规范管理”为由，对街道店铺招牌进行整齐划一的改造，是
对招牌文化的破坏，也是对美化市容的一种误解。不仅陷入了形
式主义，更可能扼杀掉城市的活力。

①开篇点题。由网友
吐槽街道店铺招牌
改造引出论点。

②招牌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载体。“全聚德”“六必居”
“陶陶居”……每当有人提起这些熟悉的品牌，其独具特色的招
牌（包括名称、标志、颜色等细节）就会呈现在脑海中。招牌是
商业竞争的重要元素。招牌承载着顾客对产品的定位和认知，也
是商家传递理念的途径。营销学认为，顾客会将招牌与产品的类
型、质量、特点联系起来。百年老店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就是因
为其招牌已经牢牢地印刻在顾客的心中，成为品牌的代名词。招
牌整齐划一忽略了招牌本身能够传递丰富的信息，磨灭了店铺个
性化的元素，难以激发其顾客的兴趣和印象。整齐划一的改造，
违背了商业发展的规律，可谓历史的倒退，其影响的不仅是店铺
的美感，还是店铺的发展与传承。

②“统一招牌”违背
了商业发展的规律，
不利于店铺的发展
与传承。

③招牌是城市街道“烟火人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于
其他街道、城市的重要特点，标志着商业繁荣的程度。日本秋叶
原肆意张扬“探出头”来的店铺招牌成为其特立独行的城市标识；
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广州北京路……这些国内最具代表性
的商业步行街，宽窄高低交错的店铺、五彩缤纷的霓虹灯营造出
浓厚的商业氛围，吸引着千万游客慕名而来。他们不仅没有给人
杂乱的感觉，反而因为其繁荣景象而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美有
多种，有简洁之美、有繁华之美，商业街区就应当以繁华为美，
若非要将繁荣之美改成简洁之美，将造成美的错位，产生不协调
的效果。整齐划一非但无法产生美的感受，还消除了街道的繁荣
气象，最终失去了“烟火人气”。

③整齐划一的招牌会
使城市最终失去“烟
火人气”，即失去美
感和繁荣气象。

④招牌管理应当尊重个性，彰显个性。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
分，店铺招牌的改造无可厚非。但是改造不等于通过“统一服饰”

④以台湾、日本为例，
论述招牌管理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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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警语】

招牌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载体。招牌是城市街道“烟火人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区别
于其他街道、城市的重要特点，标志着商业繁荣的程度。

招牌管理应当尊重个性，彰显个性。

招牌的管理看似是小事，却考验政府社会治理的水平……切不可让统一的招牌扼杀了城
市的活力。

【思维串联】

来达到整齐的效果，更不等于通过限制商业活动来达到规范规整
的目的。城市治理归根到底是要营造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良好
的城市发展氛围。直观感受是让居民生活便利，商铺健康经营。
事实上，台湾、日本等地都曾进行过店铺门面的改造，他们在翻
新门面装点门面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招牌的个性化设置，不仅让改
造后的店铺门面更加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更加合理，同时也让
招牌的呈现更加大放异彩，个性十足。改造后人气更旺了，游客
的体验也更好了。招牌的管理不仅要考虑如何改善市容、消除安
全隐患，更应理解招牌对呈现城市特色，促进商业繁荣的作用。
管理不是要消除个性，而是要通过规范进一步彰显个性；正如管
理的目的是为了街道更加繁荣。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整齐划一，
统一服饰，无疑陷入形式主义，最终将违背初衷。

规范，也需要因地制
宜尊重个性，如此才
能呈现城市特色，促
进商业繁荣。

⑤招牌的管理看似是小事，却考验政府社会治理的水平。“拍
脑门”的决策看似滑稽的背后，实则是对城市底蕴的破坏，对商
业氛围的破坏。切不可让统一的招牌扼杀了城市的活力。

⑤总结全文，呼应标
题。

来源：2019-02-02 人民网 作者：黄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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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在全国城市推介会上，你作为某市的
市长向来宾介绍本市情况，请你写一
段推介词，介绍本市风土人情。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云南省楚雄第一中学 王红力）

【相关链接】

一条街招牌“黑白配”不只是审美问题

哟，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招牌怎么变成这样了？”近日，昆明市民张先生报
料称，巡津街靠近金碧路这一段的几家店铺招牌换了模样，“统一招牌看着倒是整齐了，但应
保持店铺原有特色啊！”一店主说，每家店铺经营范围不同、特点不一，如此“一刀切”，感
觉整个街面都是死气沉沉的，尤其是黑底白字让人看着很压抑。（3月 29 日《春城晚报》）

据悉，去年以来，昆明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将统一更换主要路段店铺招牌作为整治市
容市貌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次的“黑白配”一条街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打造”出来的。出
于市容市貌的整治需要，对店铺招牌进行整改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如何整改却是个严肃的问
题。像这次的统一路牌，令整条街最终给人一种“灵异”之感，闹出笑话，无疑是败笔。

要厘清的一个常识是，对街道店铺招牌进行整改，其目的应是提升市容市貌，而不是为了
强制统一风格。很明显，“黑白配”一条街，从整体风格到招牌的颜色、字体都实现了统一，
可市容市貌却不进反退，这就是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市容市貌与审美是个比较主观的事情，并
没有固定而统一的标准，但是如此多的市民觉得这种“改造”效果让人不敢恭维，显然就足以
说明问题。当地相关部门回应称，由于该项工作陆续开展分批进行，所以每个路段的店铺招牌
设计略有差异，但每个设计方案都严格把关。可“严格把关”后还是这样的效果，就让人不得
不怀疑“把关者”的审美水平了。

不过，这个事情的关键还不仅仅是“把关者”的审美问题。虽说这次招牌更换的成本都是
由公共财政掏钱，无须店铺商家支付，可如何改、改成什么样，却不该是由整改部门单方面说
了算。一方面，每个店的风格不一样，招牌样式自然也该有所区别，如果强行统一，既影响整
体街道风貌，更可能伤及店家的经营效益。比如，面对如此让人“瘆得慌”的招牌，就有网友
称“不敢进门消费”，对此不能不当回事。另一方面，由财政为整改买单，说穿了就是花纳税
人的钱，那么，到底整改得怎么样，理当对所有纳税人负责。因此，整改风格的确定就该提前
征询市民意见，吸纳社会看法，而不能迷恋于让个别人“把关”。

市容市貌的改造、整治既然属于公共行为，就该建立必要的成本考核与责任机制。当地相
关部门回应称，就市民反馈的问题，接下来将根据实际逐步调整。知错能改固然好，可明明应
该一次性做好的事，却因为前期的操作不当而不得不整改，在客观上也就变成了折腾。那么，
由此增加的成本该由谁来买单？对于前期的操作“失误”，是否应该有人负责？

审美事小，责任事大。之所以闹出“灵异”一条街的笑话，归根结底还在于相关的整改行
动缺乏应有的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若事先能征询商家和市民意见，再决定整改风格，断不至
于闹出如此笑话；而整改从成本到效果如都有严格的责任考核，“把关者”恐怕也会慎重得多，
折腾的几率便会小得多。就此来说，这条招牌被统一“黑白配”的街道，所折射的绝不仅仅是
表面上的审美偏差，而更是工作作风的“里子”问题。

（ 来源：2018 年 05 月 30 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