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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招牌風華　手繪的溫度　

2017-03-11  記者 張芸瑄 報導

電腦輸出省時又省力，為現今招牌主要的製作模式，然而手繪招牌越來越少見。實際走遍新竹

市，探索西安街、北門街、東門市場、南門街、東門城圓環等地能窺見手繪老招牌承載著歲月刻

鑿的美，同時一覽傳統手繪老招牌字體呈現的有趣之處。

透過鏡頭將時代的記憶保存，即便未來這些景物消失，至少能依仗相片回味。日後走在路上，不

妨抬頭欣賞這些老招牌，趁它們還存在時，親眼見證屬於在地的時代特色。

現今街道招牌林立，大多為電腦輸出製作，字體、排版花樣多變。（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傳統手繪老招牌簡單俐落，版面乾淨。（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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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問題　台美教育兩樣情教育問題　台美教育兩樣情

● 洪水將至　改變刻不容緩洪水將至　改變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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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沈慶柔沈慶柔

本期喀報為259期，
以「購物世代來臨　

電商浪潮正起」為頭

題，探討電商的經營

模式與趨勢。另有多篇文章深入剖

析教育與文化相關議題，提供讀者

更多元的思考角度。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彭書耘彭書耘

矛盾特質的集大成，

興趣使然的少女，有

很多不切實際的夢想

需要被打破但大概不

是現在（不過要多吃青菜水果）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邱琨皓邱琨皓

我們到底是活了365
天 還是活一天重複
36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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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招牌大多以木板當底，繪製面以鐵為主要素材。（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有些商家即使有新招牌仍然將老招牌掛在外面，此手繪招牌已超過50年。（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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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實體招牌，也會直接在牆面上書寫。（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在牆面上書寫時會打草稿，同時繪製格子輔助。（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有些甚至會製作標語，好似今日的廣告詞。（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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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字之外，商家也會把象徵物畫上去，例如鎖店的招牌上繪有鑰匙。（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現今字體與傳統手繪字體對照，傳統手繪字體大多為顏真卿式楷書（顏體）。（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唐代張懷瓘《書斷》稱：「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楷書是具有法度的書體，在商業上

也可比擬作「公正貿易」的信念。（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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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視劇　現狀與困境台灣電視劇　現狀與困境

探討台灣電視劇重視電視收視率，而有可能忽
略網路族群，其中會存在的誤差。

毛利語　母語復甦典範毛利語　母語復甦典範

世界上有許多語言面臨消失的危機，從毛利人
的案例，看見語言復甦與保存。

除了楷書，「蠶頭雁尾」的隸書也經常被使用，「一波三折」的特點

讓招牌更加明顯。（照片來源／張芸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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