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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初兴起于上海,并风行半个世纪的月份牌广告,是中国商业广告设计发展史上独有的产物。因其独

特的艺术视觉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种特殊美学形态, 对我国的广告设计史、绘画史、服装史、影视业产生深远影

响, 为现代商业广告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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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月份牌广告�现象的源起、艺术特征为具体

探讨对象,以某一时代为参照背景,用具体的设计现

象为模本进行解剖, 从中抽取商业设计的成长规律

和传承基因。我们的理论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催生

剂,这种研究和尝试不一定有具体的结果,却能够启

发一种思路,为当下广告设计提供借鉴。

一 月份牌广告的源起和主要内容

据考证,最早的月份牌画是 1896年鸿福来票行

的  沪景开彩图!。在鸦片战争之后, 清政府被迫打

开国门实行 �五口通商 �。中国最大的商埠上海,十

里洋场商店林立、万商云集,它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名

牌。这时出现了许多替洋人办事的 �洋 �买办, 中国

新兴民族资本也开设了一批商号, 同洋行展开了竞

争。许多 �洋商 �为倾销商品占据市场沿用了国外

早期商业广告附赠画片的手段, 从海外泊来大量

�洋画�,不料投放市场后受到冷遇。而国内新兴民

族资本却因此受到启发,结合国内传统的审美、文化

需求与外来传播手段设计制作出带有中国传统神

话、传说、典故、风俗、风景的新型商业画片来, 并在

画上印有商号和年历, �月份牌 �也因此而得名。这
种形式新颖、寓意吉祥的月份牌一经诞生,其独特的

表现手法与别具风格韵味的效果便赢得人们的喜

爱。
[ 1]
经过几代设计者的创作, 月份牌广告在新旧

杂处及东西交错的冲突时代中摸索出了一条不屈不

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商业设计的成长之路,它是我国

最早的印刷品广告, 清晰地再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民族资本主义遭多重压制、排挤、抵制外国资本

的入侵而艰难的发展历程。

20世纪 20、30年代的旗袍时装美女, 开创了月

份牌画的鼎盛时代, 因而月份牌又俗称 �美女月份
牌�。20年代未,身穿大袖旗袍的清纯女学生,可说

是时髦中的佼佼者。30年代月份牌创作盛期,月份

牌中的美女是第二代都市女性的时髦代表。当时一

大批电影明星如胡蝶、阮玲玉、黎灼灼等都被作为模

特出现在月份牌画中。她们穿当时最流行的时装;

用当时最新潮的物品: 电话、电炉、钢琴、话筒、唱

片等;有当时最时髦的消遣: 打高尔夫球、抽烟、骑

马、游泳、航空∀∀都市摩登女郎为月份牌与旗袍
找到了彼此共同表达的形式, 因而旗袍与月份牌流

行步伐一致, 月份牌中的旗袍总是成为当令新装。

(图 1)

另外,还有一些反映民族经典的题材: 来源于

 三国演义 !、 红楼梦 !、 西厢记!等文学名著和李

白、关羽、八仙、牛郎织女等人物,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 2)

月份牌画反映的是当时中产阶级的视觉情调,

也体现出那个时代对于温饱富足的共同追求, 而较

少表现理想、拼搏、团结、进取方面的题材, 因此, 烙

有深深的时代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正是它的个性,

一方面这种虚幻的画风可以成为心灵和审美的避难

所、麻醉剂;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丰富民众心理弹性,

积蓄力量向幸福生活迈进的动力、目标。
[ 2 ]
商业设

计从来就不等同于艺术创作, 它既要对商品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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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负责,又要取悦于普遍的大众审美,所以我们要

以平和的心态接受商业设计的媚俗和局限, 才能看

到浅薄形式下深藏的实用之美,济世之美,才能感受

那份带着镣拷舞蹈着的沉重和飞扬, 而不是舞台上

为少数人鼓掌的 �小天鹅�。

图 1# 月份牌样图 A 图 2# 月份牌样图 B

二 # 月份牌广告的艺术特征
1、中西结合,以西为主: 首先, 月份牌画的典型

技法是:不特别强调明暗调子, 只用炭精擦出淡淡的

素描关系,再敷之以水彩, 既有中国工笔画渲染的含

蓄文静又吸收西洋画的立体和质感表现, 使得画中

美女面容白里透红,细腻滋润而真实生动,并逐渐形

成以 �甜、糯、嗲、嫩�为特色的月份牌画风。这种技

法的出现是以 1914年安徽籍旅沪画家郑曼陀创作

的  晚妆图!为标志。其次,月份牌画中人物虽然是

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珠的中国人,比例却有所夸张,

类似今天时装画的模特造型比例,多用八头身、八头

半身与九头身,而体格则圆润丰满,使旗袍女郎更显

得亭亭玉立,姿秀不凡。画家经过艺术想象的加工,

综合了中西审美的因素, 塑造出审美中理想的身材

容貌, 使月份牌中美女达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效果。

然后, 月份牌的造景也体现出写意与写实结合的特

点,把东方散点透视的移花接木与西方立体写实再

现技法融合,营造出似幻似真的美好境界。

2、传统与现代结合,以现代为主:月份牌美人画

不仅在造型上尽善尽美, 在性格上也兼容了传统的

相夫教子,温婉和顺与现代求知向上,自由独立的双

重美德,呈现出一种理想的健康状态。随着现代观

念的引入,所谓的新女性概念兴起。时代观念鼓励

女性多读书、走出户外、念大学、参加公益活动,而不

是像过去的标准: 女子无才便是德。服饰方面的传

统与现代结合体现在穿著改良式的旗袍, 源自清末

民初的旗袍式样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以宽大的袄裙、

袄裤为主, 后来袄身及袖子逐渐变窄改短。到了

1919年 �五四 �运动后, 妇女地位提高, 开始流行穿
改良旗袍, 到了 30年代, �旗袍花边运动 �开始流

行, 这时的旗袍忽长忽短, 腿部开叉有高有低、还要

镶滚美丽的花边,充分融入了现代审美设计,使女性

展现出更加俏丽婀娜的风姿, 引领和反映着当时的

时尚。
[ 3]

3、实用与审美结合, 以审美为主:月份牌原是以

宣传、推销商品为主旨, 但从它面世以来的画面结构

来看,占据主要画面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美丽的人

物和经典的传说。作为主角的商品只被处理在边框

等不大显眼的位置,退居从属地位。早期的月份牌,

其中人物与所宣传的商品可能全不相关,月份牌画

家们考虑得更周到的是画中美女 ∃ ∃ ∃ 如何使她们更

加美丽动人。直至月份牌盛行的中后期,才出现以

画中人直接传达商品信息的画面。这种推广策略看

似无心,实则有意,采用的是欲擒故纵的商业伪装,

能够使得商业信息突破受众重重心理防线, 实现较

高的暴露频次。月份牌广告画既是上个世纪中西美

学的产物,又开创了中国近代商业广告之先河。

4、主题风情万种,渗透拜物情结:我们可以在月

份牌里发现,几乎所有女性都有同海派小说家笔下

所描绘的那样,有一种 �卖弄风情 �的 �微笑�。鲁迅
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月份牌美女: �时髦女子所表现
的神气, 是在招摇,也在固守, 在罗致,也在抵御, 像

一切异性的亲人, 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 她在喜欢,

也正在恼怒。�月份牌中无论是背景和道具的布置,
还是女性神情和姿态的设计都流露出这种欲攻欲

守,欲迎欲拒的暧昧态度。人们的观念也从鄙夷洋

人转而为崇尚西洋文明及其生活。从这一时期开始

步入兴旺的月份牌,自然地将这种世俗的向往予以

充分展示:俏丽大方的女子, 健康活泼的儿童, 异国

风情的家居布置,直接舶来或仿制舶来品的商品,衣

食住行,休闲娱乐, 婚姻家庭, 月份牌细致地制造了

一个温馨、西化、新派的物质世界,而这种关于富足、

享乐的倡导直接刺激着商业文明发展。

5、创造性的画面构成: 月份牌广告画的当中醒

目位置是美妇倩女形象,设色艳丽,整个构图饱满很

少留空,四周配有精心设计的画边边框,在适当的位

置画上商品及商号名称, 两边或下方配上中西对照

年历。加之采用从国外引进的彩色石印技术, 印刷

的月份牌画真实感强, 色彩鲜艳,精致美观, 别具一

格, 其视觉效果大大区别于传统木版年画。

月份牌画风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一种特殊美术

形态,尽管月份牌画是由洋商从国外带来的广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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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变异形成的,但在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上海,

最终被改造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广告

形式。这种造型手法与审美的结合也是一种西风东

渐的产物,但最终为中国民众所接纳形成了独特的

艺术程式与流派,这个过程是立体多元的,它与经济

斗争发展同步,与时代文明对应, 同当时科技、材料

的运用结合。月份牌是以一种低姿态的传播形式入

世的, 却最终成为一种审美主流,雄辨的证明了时代

与民众在特定的环境下存在审美共性,而传媒形式、

技术的发展与壮大只有把握这种共性需求, 调整自

身角度、积极的适应并不断创新才有可能成为富有

时代特征的主流。

三 # 研究月份牌广告的现实意义

上海月份牌的辉煌已成昔日黄花,我们也一度

批判那种萎靡的脂粉气, 浮华的商业气息和病态世

俗的人物趣味,甚至还有一些色情的封建主题,但我

们不能忽视的是它在那个时代为提倡国货, 挽回权

利,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资入侵的政治、经济意义;

更不能忽略它作为国内实用美术先驱对我国广告设

计史、绘画史、服装史、影视业的深远影响,凡是有阳

光的地方都免不了有阴影, 上海月份牌广告画为我

们呈现了一个时代商业发展的清晰脉络,疏理借鉴

月份牌广告的得失无疑是我们发展现代商业广告设

计的最佳途径。

当今广告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中华

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成为贸易大国,全球进

入贸易一体化竞争时代,这是一个商业的战国时代,

也是一个诞生英雄和奇迹的时代, 广告界外来列强

的拓荒抢滩与本土诸侯的粉墨登场; 西方现代设计

理念的渗透与传统文化的复苏; 设计内涵样式的趋

同与媒体技术的多样;信息的高流量与低达到率等

等因素都使得当代广告设计充满变数、异数,大浪淘

沙, 为成就最终的时代霸主和设计的主流提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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