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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牛图的影踪
所谓“月份牌”，最初实际上是洋商们在

商业竞争中为推销商品所作的广告宣传画。

正如郑逸梅先生所说：“自欧风东渐，市贾注

意于广告，于是有所谓月份牌者。每逢年尾

岁首，藉以投赠其主顾。中为彩色画，货品之

名附列其下，俾张诸壁间，以宏其广告效力。”

从历史渊源来说，月份牌这一新生事物

于19世纪中后期在上海的亮相问世，主要受

到中外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月份牌这一形式明显有中国年画中

春牛图的影踪。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的国

家，对百姓而言，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由

此产生的牛崇拜，自周朝已肇其端，到宋代已

有成熟的春牛祭祀仪式，民间则有贴春牛图的

习俗。清乾隆年间，历学家洪潮和从钦天监退

隐回乡，对春牛图进行改造，将一年的详细日

历附于图上，并将每日的天干地支等罗列其

上，还特别列出老百姓重视乐见的“每日宜

忌”。这种“上图像，下通书”的形式，令春牛图

简单易懂，更接地气。年画中的这种春牛图和

后来的月份牌在文化承继方面如出一脉，光

绪、宣统年间，上海小校场年画中的春牛图更

是将春牛芒神图案换成了华英通商的内容，并

直接赋予了“中外通商华英月份牌”的名称。

另一方面，月份牌直接脱胎于欧美的广

告画。清末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口岸

城市相继通商，进出贸易空前繁荣。那些洋

商们为了招徕顾客获取更大利润，展开了他

们惯用的广告攻势。最初，他们只是把外国

现成的西洋人物和风景画片作为推销商品的

广告，随货物赠送客户。后来很快入境随俗，

将中国传统年画中的春牛历画、神话传说、历

史故事、戏曲人物、美女寿星等内容印在广告

上，并在画面上方或下方印上中西月历节气。

这种广告画纸很考究，印刷精致，有的还在上

下两端加嵌铜条，以方便悬挂。这种广告画很

快便流行开来，成为中外商家常用的广告宣传

形式，而中国民间则将这种能够张贴悬挂，便

予查核年月的广告画统称作“月份牌”。

上海图书馆珍藏着一张申报馆于1889年

发行的《二十四孝图月份牌》，用红绿双色套

印，红色部分为月历，中西历对照，标明节气；

绿色部分为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图，图案正好

环绕月历一周。月历上面印有“申报馆印送中

西月份牌”“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西历一千

八百八十九年至八百九十年”等字样。正可作

为印证这一时期发行月份牌形式的实证。

尝鲜者的创作
清末民初，正是商潮涌动、贸易大兴的时

期，而应运而生的月份牌画则是把艺术与商业

完美结合的典范。从事月份牌画创作的画家，

都有过绘画实践的锻炼，有的还从事过照相肖

像画的工作，打下了严格的绘画功底，接受过

商业艺术的熏陶。商业大潮将他们推到了社

会前沿，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这一领域得到了充

分发挥。而上海正是当时中国工商业最发达

的城市，月份牌画崛起、繁荣于此决非偶然。

如果来给月份牌的历史作个简单分期的

话：周慕桥在20世纪初的可贵尝试应该说是

拓荒期，从晚清到民初，他应外国洋行邀约画

了很多月份牌，出陈入新，筚路蓝缕，开创之功

实至名归；郑曼陀1913年从杭州到上海，发明

用擦笔水彩技法画月份牌，在被揭秘以后更受

到几乎一致的效仿，使之成为这一领域内最具

有代表性的画法，其对月份牌的基础奠定厥功

至伟，他是定型期的代表人物；而杭稚英从20

年代初涉足月份牌画创作，并创设艺术画室，

组织集体创作，开一代之新风，其一生作品，无

是内容之丰盛，还是数量之繁多，绝无第二人

可以相比，他代表了上世纪30年代月份牌的

鼎盛期，堪称月份牌历史上集大成之人物！

周慕桥是吴友如的学生，无论是《点石斋

画报》时期还是后来创办《飞影阁画报》，他都是

吴友如最主要的助手。1894年，吴友如突然病

逝，周慕桥接过掌门人的重担，先是勉力维持飞

影阁的运营，后又带领同僚从事年画的创作，走

上了一条艰难探索的道路。大约在1908年前

后，外国人看中了他精湛的画艺，“以绘各种月

份牌与君订立专约”，周慕桥也因此成为“尝鲜

者”，并很快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名家。他擅长

绘制古装人物故事，在中国传统画的基础上揉

入了西画造型和透视等新颖技法，视觉效果令

人耳目一新。周慕桥尤其善于根据具体商品构

成画面情节，使之更具有故事性，因而受到民众

的格外欢迎，名气大振，蜚声业界。

郑曼陀曾在杭州“二我轩”照相馆内设画

室为顾客画人像，打下描绘人物的扎实基础。

辛亥革命后郑曼陀来上海谋生，在激烈的竞争

中，他煞费苦心，首开新风，创出了一条具有独

特风格的新路，这就是擦笔水彩画，形成人物

细腻柔嫩、丰满立体而风景自然明朗、清丽妩

媚的意境，效果令人耳目一新。他独创的画法

为众画家争相仿效，成为最流行的广告画风，

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上海月份牌画家群体。

杭稚英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美术部学习绘

画，1921年他脱离“商务”，对外承接设计业

务，当年一些脍炙人口的商品广告，如“美丽牌

香烟”“双妹牌花露水”“杏花楼月饼”“阴丹士

林染料”等，都出自他之手。人们说：周慕桥善

绘古装女郎，郑曼陀擅长时装女郎，而杭稚英

笔下最成功的则是充满时代风韵的摩登旗袍

女郎，这正折射出上海开埠以来社会审美情趣

的变迁和市民对美女形象的不同追寻。杭稚

英的身边还有两位得力的干将金雪尘、李慕白

参与创作，故市面上流行的署名“稚英”的画

作，不少是画室的集体创作，他的画风及完善

的商业运作机制影响了当时众多月份牌画家。

收藏界的宠儿
月份牌和宣传画、电影海报一样，过去没

有引起人们重视，张贴一空，随风飘散，故存

世量极少。现在，随着日月流逝，它已悄然成

为收藏界的宠儿，并且身价越来越高。月份

牌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们重视，有其必然性。

一百多年来，月份牌从内容到艺术，可说

涵盖了近代中国这段历史的流行时尚和社会

风情，具有其他艺术难以替代的特性。无论是

晚清的西风东渐、商潮涌动，还是民国的奢华

梦幻、衣香鬓影，或是新中国初期的明媚朝气、

万千气象，它都是见证历史的一道深深印记。

月份牌虽作品众多，印量巨大，但经过一个

多世纪的岁月淘洗，不要说画稿原作，就是印刷

物也已稀少难见。月份牌开启了中国现代广告

的先河，它展示的内容对研究我国近代史、美术

史、商业广告史乃至服装、民俗，愈来愈显示出

其重要性。文物价值在它身上也有体现。

从艺术性来说，月份牌画是中国艺术与商

业正式结合的开始，它的绘制技法在当时是突

破性的创新。月份牌画虽起源于商业并且始

终为商业服务，夹杂有浓郁的脂粉气，但仍无

法掩盖其艺术价值。近代美术史上有很多画

家都从事过月份牌创作，如徐悲鸿、颜文樑、谢

之光等名家，他们的作品有的已成为见证一段

历史的经典之作，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它的经济价值也不容忽视。近年来，以近

代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电视、电影、画作风行一

时，以表现上海风情为特色的月份牌收藏也随

之渐成热点，它和《夜来香》《花样年华》等流行

歌曲一起，已成为最能代表海派文化的象征符

号之一。月份牌画在海派文化中地位高企，受

人崇尚，不但凸显艺术价值，也具有极高的经

济价值，文物市场和拍卖会上其价格屡创新

高，以致更多的人对其显示出了浓厚兴趣。

海上花开月份牌
◆张 伟

海派文化的精髓是海纳百川，融汇创新，它的百花园中，既开放着土生土长的本地
花卉，更有来自世界各地、中国各方的奇花异草在此嫁接衍变，繁荣生长。岁末年初之
际，我们来看看月份牌的艺术，它汲取了江南文化的营养，亦是海派文化的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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