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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初年桃花坞木版年画对沪上月份牌设计的
影响

冯媛媛，李轶南
东南大学，南京 211189

摘要：通过分析比较民国初年月份牌设计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吸收与重构,探索月份牌设计在桃花坞木版年画基础上建构新

的图像语言的方式，深入了解时代背景对传统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影响。运用文献研究、图像学、案例比较分析等方法,结
合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创新之处进行分析阐释。总结得出处于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月份牌脱胎于中

国传统年画，具有本土化、商业化、多元化的特点，其针对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构图、题材、技法及营销手段等元素进行传承

与革新，衍生出的新形式深受欢迎并迅速辐射全国，成为民国时期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之一，它的成功经验为实现中华传统

艺术的当代传承与设计创新提供了启示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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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Taohuawu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n Design of Shanghai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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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absor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aohuawu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by the

calendar design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to build a new image language based on Tao-

huawu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during calendar design,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era background on inheritance

and tradition of traditional folk ar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image science, case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he in-

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aohuawu woodcut new year paintings were analyzed and explain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alenda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alendar, which is in a spe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born from the traditional new

year painting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commer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Carrying 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

tion, the new form derived is very popular and quickly radiates the whole country,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tistic

symbol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provides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realization for the contem-

porary inheritance and design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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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苏州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可达百万张，除销往江

苏、浙江、山西等地外，还随商船远销南洋，其影响深及

日本浮世绘版画、“新艺术运动”等领域。1864年，清

兵围攻太平天国于苏州，山塘、枫桥一带的店铺、民居

被大火焚烧了七天七夜，大量年画画版资料被烧为灰

烬，经此浩劫，桃花坞木版年画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辉

煌后，从此一蹶不振。

而同时期，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租界在上海诞生[1]，

大量移民将上海作为首选的迁入地，在1852年开埠之

初，上海人口仅有 54万多人，但 1935年的人口已达到

370多万[2]。沪上因此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

城市，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嬗

变及外商商贸等城市功能的完善，由洋商兴起了一种

新的商业广告形式——月份牌。

一、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月份牌设计的溯源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源于宋代雕版绣像图，兴盛

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以版刻手法最为精美而闻名，

其名字则因画匠集中在桃花坞一带制作而来。桃花坞

木版年画画面风格细腻精致，作品鲜艳明快，热闹喜

庆，又因地处江南而注入士大夫清新儒雅之风，与北方

的杨家埠年画、武强年画之粗狂豪放迥然不同。清末，

由于战争等因素影响，桃花坞木版年画逐步衰落。大

量的桃花坞木版年画家流亡到上海旧校场附近继续创

作，使桃花坞木版年画在新的土壤中产生了异样的光

彩，闪烁着灿烂的光辉，时间短暂却甚是辉煌[3]。

月份牌，诞生于清道光年间，民国初年伴随沪上贸

易的繁荣及海派文化的发展而兴盛，于抗日战争期间

逐步衰落。清末，沪上开埠，洋商大量涌入，激烈竞争

沪上商业市场。从 19世纪六十年代到 20世纪三十年

代，上海对外贸易货值占全国总值的比重，最高曾达到

65%，最低也在 44%左右[4]。当时，上海集中了外国资

本投资的21.7%[5]。为扩大洋货销量，起初洋商印刷了

一些画面精美的国外美女、静物或风景的西洋画片运

往沪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赠品送予消费者，但收效甚

微。后来洋商千方百计寻找原因，悟出只有寻求高度

被中国人所接受、家喻户晓的艺术形式进行建构，才能

打开销路。桃花坞木版年画由于长期流行于沪上，在

沪上拥有固定的消费族群，长期被沪上民众欣赏并接

受，引导他们在心中形成了对吴文化的认同。于是洋

商对中国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进行重构，采用当时先

进的印刷技术制版，配上阴阳历和二十四节气排成的

年历表、商家名称及广告文案，随洋货一道送给顾客，

这一形式俨然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平面广告，极大地

促进了商品的销售。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式年画很受人

们欢迎，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这就是月份牌的前身[6]。

二、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

由于桃花坞木版年画制作精美，销售范围广泛，使

沪上民众长期与桃花坞木版年画或隐或显地联系着，

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文化记忆在不断被强化。文化记

忆的兴起把对年画的记忆与认同看作是流动过程，在

这一流动过程中，文化记忆把对年画的认同进行固化

存储、形构、重构以及多元反思，使年画文化遗迹和认

同归属自动生成，体现出年画文化认同的持续稳定嵌

入模式，重构了年画民俗文化在现代传播的连贯力[7]。

因此，桃花坞木版年画为月份牌设计提供了养

料。《年画技法》曾记载：“在月份牌年画里，浸润着浓郁

的中国木版年画馨香。它纯真的天性和温情的魅力渗

透着中国的艺术精神、人生理想和文化内涵，用独树一

帜的技法表现东方的梦[8]。”

（一）题材的延续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国内灾害频发，但由于上海

租界的特殊地位，从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到义和团运

动，几乎每一次战争或变革都没有伤及沪上，大批桃花

坞艺人逃难至沪上，沪上年画由此繁荣。从题材方面

看，沪上年画继承了桃花坞木版年画，而月份牌从沪上

年画演变而来，和桃花坞木版年画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月份牌在经历早期西洋画片的低潮后，开始寻找

中国消费者喜闻乐见的题材，在众多眼花缭乱的艺术

形式中，桃花坞木版年画脱颖而出。早期月份牌的题

材明显传承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元素，包含着吉样寓

意和教化功能。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题材分为很多种，

如祈福迎祥类、风俗时事类、人物传说类、戏曲故事类

及仕女童子类。其中许多题材直接被月份牌招贴设计

所延续，如1885年1月9日发行的《申报》，其中关于赠

送月份牌广告记载的“外圈绿色印就戏剧十二，各按地

支生肖”、“四周花样，系延名画师绘成二十四孝故迹，

传神写景”，除此之外还有《龙飞月份牌》、《文武财神月

份牌》等，都直接延用了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的题材，

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题材的延续见表1。

但其中有一类题材最为突出，即仕女类。从保存

下来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中，人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描绘

单个或若干少女思虑、玩乐、嬉戏的题材，如《十美踢球

图》、《洋灯美人》等。正是这种对美丽少女的喜爱，使

得美人成为江南大众所熟悉的题材，也使美人题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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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月份牌设计的主要题材，也正因如此，月份牌的形式

刚开始被英美烟草公司所使用时，就得到了广大市民

的喜爱与认同[9]。而且月份牌吸取桃花坞木版年画题

材的方式，更易被沪上民众所接受，这也为月份牌的流

行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创作手法的继承

桃花坞木版年画在创作手法上对月份牌的设计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江南一带，有舟车之利，自宋代

以来便与其他各国交往密切，因此，西洋的科学透视

法、擦粉技术、明暗表现等技法自宋代传入江南，至清

代便已普遍使用于桃花坞木版年画。正是由于桃花坞

木版年画里中式画法与西洋画法的频繁结合，使得民

国初期的沪上月份牌设计不完全使用国画画法与意境

的方式不显突兀。

药香阁、飞影阁等为当时月份牌创作的知名画

坊。其中《点石斋画报》的主笔、飞影阁的创始人吴友

如，于 1886年成立了“吴友如画室”，主要成员有周慕

桥、张志赢、田子琳等。这些画师都是擅长桃花坞木版

年画画法的高手，他们的作品常发表在《点石斋画报》

与早期的月份牌画上。其中周慕桥、周柏生、吴友如等

都曾为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勾稿，他们的绘画风格和

表现手法，既有木版年画的传统特色又有国画工笔线

描功底，早期月份牌的技法受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影响

之深自是不言而喻。

（三）营销手段的翻新

桃花坞木版年画在制作时通常会附印二十四节气

表，便于人们农作、生活，以增加年画更换频率。不仅

如此，商贩在卖画的同时会自发地根据图中的小调哼

唱，以招徕更多顾客，增加业绩。据《桃花坞年画》中对

老卖画艺人钱杏生的描述：当时那么多人买他的年画，

就是因为他的卖画歌唱得太棒了，简直是门艺术 [10]。

而消费者在买年画的同时，还可获取到生产所需的二

十四节气表及最新的流行歌曲歌词，一路传颂，实乃

“一举多得”。

这种增加商品附加值的经营理念对月份牌作为一

种商业手段的流传产生了重要启示作用。

1. 增加实用功能

民国初年的沪上是一座商品化、消费化的城市，月

份牌作为商品附加值，吸收了桃花坞木版年画增加画

面附加功能的形式，在内容上除了画面主体外还印有

阴阳两种合历，方便客户进行日期查询，扩充了月份牌

招贴附加物的价值。

2. 渲染理想生活图景

令人惊叹的是为了强化潜在消费欲求，月份牌在

设计时渲染了人们理想中美好生活的图景。如民国初

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发行的一则月份牌画，画面中一

位时髦美女坐于沙发上，优雅地举起盛有可口可乐的

高脚杯。它运用了替代性满足这一理论以激发消费者

的购买欲，使消费者自行代入画面，幻想自己购买产品

后也可同时髦美女一般，这正是鲍德里亚所谓的消费

眩晕及物化视域下的诱惑。

三、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创新

一定艺术形式的产生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

求。民国初期的沪上正在经历西方文化的入侵，新旧

表1 月份牌对桃花坞木版年画题材的延续

祈福迎祥类

风俗时事类

人物传说类

戏曲故事类

仕女童子类

桃花坞木版年画

《和气致祥》、《天官赐福》、《万宝祥瑞》、《花开富贵》、《福寿双

全》、《八仙庆寿》、《一团和气》

《法人求和》、《洋灯美人》、《法人求和》、《长门捷报》、《春牛

图》、《十美踢球图》、《合家欢》、《黄猫衔鼠》、《虎丘灯船胜景

图》、《苏州火车开往吴淞》

《琳申》、《灶君》、《关公》、《钟馗》、《张仙》、《财神》、《庄子传》、

《姜太公》

《杨家将》、《忠义堂》、《西厢记》、《白蛇传》、《定军山》、《苦肉

计》、《孙悟空大闹天宫》、《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洋灯美人》、《榴开百子》、《天官五子》、《麒麟送子》、《冠带相

传》、《八童过海》、《麻姑献寿》、《琵琶有情》、《琴棋书画》、《八

美比武》、《倚栏淑女》、《女十忙图》、《十美踢球图》、《美人图》、

《美人闺房图》、《刘海戏金蟾》

月份牌

丁云鹏所作《天河王母》、大昌烟草公司所发行《恭喜恭喜》、中

国克富烟草所发行《八仙上寿》

赵藕生所作《天女散花》、《夜战马超》、李少章所作《赤壁》、《甘

露寺》、《麻姑寿星》

周柏生所作《二十四孝图录》

黄宗炎所作《春夜宴棋李园》、汇明电筒电池公司印行《戏彩娱

亲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行《昭君出塞图》

郑曼陀所作《旗袍美女》、《裘领美女》、梁鼎铭所作《凤仪亭》、

《花前双美》、王逸曼所作《骏马美女》、丁云先所作《一支红杏出

墙来》、谢之光所作《湖亭美女》、倪耕野所作《床边静坐》、《静

思》、海盗牌香烟发行《五美游园》

杭穉英所作《凤仪美女》、《簪花倩影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印

行《昭君出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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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糅，传统文化形式受到强烈冲击。市民阶层对

于传统审美心理产生了一种时代性背离，在趣味选择

上出现了悄然变化[11]。此大背景下，作为月份牌启蒙

的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已不能完全满足正在兴起的

都市审美，吸收了桃花坞木版年画养分的早期月份牌

设计亟需蜕变。雏形时期的月份牌设计经过了对桃花

坞木版年画的传承后，也在摸索中寻找突破。

革新后的月份牌设计已逐步不再雷同于桃花坞木

版年画，而是紧紧围绕以商业广告为目的，以焕然一新

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一）题材的革新

早期的月份牌画家大多来自于年画创作者，受民

间艺术影响深厚，题材多直接取自桃花坞木版年画。

至民国初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对

外交流等领域的变迁，月份牌的题材选取也被进一步

重构。

1. 主体形象的转变

民国初年在西方文明的冲击及新时代思想解放的

多重作用下，作为月份牌主要题材之一的女性形象挣

脱了传统审美观念的束缚，在各种社会交往、生产生活

过程中被重新定义，不再以娇柔、孱弱为美，转变为推

崇自由自信、时尚知性的女性形象。

其次，摄影技术的发展为月份牌设计题材的选择

提供了黄金契机。如金梅生的代表作《第一明星》与

《“阴丹士林”广告》就是以电影明星陈云裳的肖像为素

材的月份牌。电影明星由于自身的魅力、影响力与商

业性，使这一题材在当时颇受民众欢迎，增强了月份牌

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功能。

2. 背景元素的转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传统桃花坞年画的背景元素

大多带有吉祥寓意，而月份牌设计的背景选取在一定

程度上摒弃了这一象征性符号，选择了理想化的生活

场景等元素。同时，民国初年的沪上置于西风东渐的

潮流之下，上海滩新市民阶层对西式生活方式趋之若

鹜，市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逐渐被影响、改变，代

表西式理想生活方式的自行车、电话、沙发、摩登公寓

等作为配景或背景频繁出现于月份牌中，加速了月份

牌招贴成为新型的融合中西文化的商业设计形式的进

程，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沪上月份牌中背景元素分析对

比见图1-2。

（二）技法的多元

民国初期月份牌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画家来

到沪上从事月份牌绘制，专业的月份牌创作队伍逐步

形成。但以周慕桥为代表的早期月份牌美术家在创作

时仍沉湎于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统技法，无法渲染出

当时炙手可热的多元生活场景，在这种情势下，郑曼陀

首创的擦笔技法脱颖而出。

擦笔画法是指首先使用线条勾勒出人物轮廓，再

使用灰黑色炭精粉材料擦出明暗层次，最后覆以水彩

着色。这一技法绘制的月份牌画面细腻，明快典雅，形

成了一种雅俗共赏的新样式，郑曼陀也因此声名鹊

起。《民国艺术：市民与商业化的时代》曾记载：“商务印

书馆给月份牌画家郑曼陀开出的稿费是每张 300 银

元，另一位月份牌画家周慕桥的收费标准是每件白银

25两[12]。”通过稿费的对比，可一觑郑曼陀及其擦笔技

法在当时商业美术界的地位。商界的扶植和画界的提

图1 桃花坞木版年画中背景元素分析 图2 月份牌背景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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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代表着经济和文化两股力量，他们的全力支持把郑

曼陀推向了成功之路[13]。而杭樨英在郑曼陀擦笔技法

的基础之上，运用冷暖色调的对比，使人物更加娇艳欲

滴，画面视觉冲击力更强，奠定了杭樨英在业界举足轻

重的身份，沪上月份牌技法迭代演变见图3。

由于创新技法的应用，月份牌设计从视觉上更艺

术、更商业、更富有人情味，激发了消费者购买的潜在

欲望，缩短了消费者与商品间的心理距离，月份牌获得

了空前的发展。

（三）构图的突破

1. 画面主体的强化

民国初期的月份牌设计在构图上直接继承了桃花

坞木版年画的形式。就人物仕女这一题材而言，在桃

花坞木版年画与早期的月份牌中，人物仕女常以多个

或群体出现，彼此关系前后错落有致、人物大小变化轻

微，古典仕女形象通常娇羞柔弱。正如桃花坞木版年

画的《双美爱花图》（见图4）与曾经的桃花坞木版年画

画师周慕桥所绘的早期月份牌——《宫廷百姿图》（见

图 5），构图形式常以全景式为主，人物周围有大量背

景烘托，由于传统迷信的思想，人物形象也常为全身

像，表现女性的柔媚与矜持。

而月份牌设计发展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女性

形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时的月份牌构图中仕女

人物占据了画面中心的大部分面积，且画面常以单个

人物出现，背景不再作为画面的重要内容，而是在画家

完成人物仕女的描绘后进行填充以衬托主体。如由周

慕桥后期创作的“永备”牌手电筒月份牌（见图 6），仔

细判辨，可觉察与传统桃花坞木版年画相比，他采用了

西方绘画的造型与焦点透视的原理描绘景物与人物，

使画面具有一定的空间感，凸显所绘人物的端庄、娟秀

与自信。

2. 商业文化的凸显

民国初年，国内的民族资本业逐渐崛起，欲与实力

雄厚的西方企业一比高下。为了扩大自己商品的宣传

力度，月份牌招贴在凝练桃花坞木版年画的基础上，构

图时紧紧围绕商品推销的宗旨，在画面周围或上方增

添了如工厂商号名称、商品图式、广告语、中英文对照

等构成元素，使月份牌具有了商品与商业广告的双重

属性。

占据月份牌“半壁江山”的“杭派”代表人物杭穉英

具有较强烈的超前意识，在构图时敏锐地察觉到当时

商业广告市场的强烈需求，简化了作品中的边框，陆续

取消了多余冗长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突出醒目的商

品名称及广告语等商业信息，甚至在三十年代杭穉英

为五洲大药房创作的一张姐妹月份牌的左下角，还出

现了当时五洲大药房建筑的照片。不止如此，杭穉英

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广告文案的作用，在构图时将人物

形象与精心撰写的广告文案相互联系，且常选取极其

夺目的颜色及字体式样，文案将画面中心包围，替代边

框的作用，使得月份牌设计成为现代商业美术的成功

范例。从刊登在 1929年 11月的《文华画报》上的一则

广告人们足以感受到月份牌在当时商界的风靡程度，

图3 沪上月份牌技法迭代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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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埠商号注意：春夏秋冬四季美人全套出版了。均系

最近时髦装束，娇艳绝伦，每种备货十万张，填印牌号

一星期即可交货。月份牌为唯一推广工具，效用显著，

凡新式商店均已采用。”

从功能性视域而言，构图中商业元素的凸显使传

统桃花坞木版年画与月份牌拉开距离，形成了视觉流

程的构图规范，构成了较为稳定的画面范式，成为月份

牌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石。

四、结语

民国初年的月份牌设计在汲取中国传统桃花坞木

版年画养分的基础之上，不断以新的构图、题材及技法

表现主题，建构新的图像语言，刺激了沪上经济繁荣，

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风

靡近半个世纪。今日虽时过境迁，人类文化生存从定

居扎根转变为流动，但人们重新审视桃花坞木版年画

对月份牌设计的影响，不难发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不仅需要重视“文脉”的传承，同时应认识到时代背景

对艺术形式产生的影响，勇敢拥抱新文化、新技术，这

对当代艺术设计更好地保护、传承及发扬传统艺术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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