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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和他的报纸美术广告李叔同和他的报纸美术广告

平湖版

辛亥前夕，中国文坛上一大批知识分
子，疾呼推翻封建统治，倡导社会风气革新，
举文学革命和民主主义旗帜，兴思想文化解
放运动。1912年春，民国肇始，从日本东京
美术学校学成归国后的李叔同，离开天津，
来到了先开风气的上海，与一干有志兴邦的
文人朋友们一起鼓吹文艺。

来到上海后的李叔同，在朱少屏的介绍
下，于1912年2月11日加入南社；3月13日，
与柳亚子、朱少屏、姚光、黄宾虹、叶楚伧、曾
延年等 42人，参加在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六
次、也是民国成立后南社的首次雅集。

然后应朱少屏之邀，加盟沪上新兴的主
流媒体《太平洋报》，与柳亚子、姚雨平、朱少
屏、叶楚伧、苏曼殊、胡朴安、胡寄尘、陈无我
等共事报业，成为一名媒体人。因《太平洋
报》的这群编者大都既是孙中山创办的同盟
会之骨干会员，又是南社社员，故该报在当
时被认为是同盟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大
型日报，影响较大，流布甚广。

《太平洋报》创刊于 1912年 4月 1日，创
办者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社长姚雨平时任粤
军北伐军总司令，主笔柳亚子是总统府秘
书、南社盟主；总主笔叶楚伧，则是李叔同南
洋公学旧时同学、北伐军之参谋；经理朱少
屏是孙中山的总统秘书，也是李叔同的旧
友。

这批志趣相投的热血青年以“唤起国人
对于太平洋之自觉心，谋吾国在太平洋卓越
位置之巩固”为办报宗旨，以鼓吹和宣传资
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
对封建军阀等为言论倾向。李叔同被聘该
报主笔，负责《太平洋报》之文艺副刊和广告
栏目，并主编《太平洋画报》。

由于李叔同有其专业美术背景支撑以
及独到的艺术眼光和创新思维，使得李叔同
主持的“美术广告”栏目在当时众多报刊中
脱颖而出，成为有别于其它报纸的佼佼者，
在《太平洋报》上做广告亦成为当时的一种
时尚和艺术品味之象征，其刊登价格即便是
旧式广告的一倍，联系者依然是接踵而至。

笔者收集有1912年李叔同所编《太平洋
报》的一些广告资料，今略选数则，与众分
享。

1912年 4月 15日的《太平洋报》第四页
广告专栏中有一则李叔同为越社编辑出版
的《越社丛刻一编》设计的广告。越社成立
于1911年，是同盟会领导的南社设在浙江绍
兴的一个分支机构，因绍兴古称越，故以越
名。而《越社丛刻》是越社的机关刊物，由鲁
迅主编，当时在绍兴《越铎日报》任主笔的陈
去病亦一起参与此刊编辑，仅出一期，内容
有“文录”“诗录”两部分，鲁迅的《辛亥游录》
《古小说钩沉序》，陈去病的《越社序》等文皆
在该册发表。

1912年 2月第一集《越社丛刊》出版，总
发行所设在《越铎日报》社，分发行所设在南
社，由绍兴清风弄内浙东印书局印刷，每本
定价英洋二角。而《太平洋报》正是南社在
上海的主要交流和联系平台，《越社丛刻》的
市场流通由《太平洋报》代为销售，故李叔同
在为该书的广告文字设计中除了书名、定
价，还注明“本社代售”。

整幅广告图案通过大小两个长方形几
何图案为主基调，外框勾勒出图书版式，内
框象征内页的书心，而蔓长的枝叶交叉着又
象征着蓬勃的生机，文字则布置在枝干围合
成的几何图案中，成为整幅图案的聚焦中
心，使读者的视线一下子被书体矫健的主题
文字和书法所牢牢吸引。构图疏朗有致，虚
实相间，显得既简洁明了、主题突出，又雅风
扑面，纹饰新颖。

在《太平洋报》广告版面上，有一则广告
是李叔同为“国学会”请章太炎作演讲而设
计的美术广告。“国学会”是由章门弟子钱玄
同、范古农、许寿裳、龚宝铨、沈兼士、马裕藻
等于1912年2月发起，章太炎出任会长。章
以为“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典章制度名物
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

在是矣，国学兴则国兴。章的演讲多以振兴
国粹、激发国人民族自信、生发爱国热情为
主旨，疾呼“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
也”。章太炎的“国学会”与李叔同等南社社
友于 1912年 6月发起成立的“国学商况会”
所持“国而无学，国将立亡”“扶持国故，冀挽
颓波”之主张相吻，且李叔同与章太炎、沈兼
士等在留日时间上皆有交集，并不陌生。故
彼此学术思想上的共鸣，使李叔同在此则广
告的造型设计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
力，将广告形式与广告内容完美统一。

此幅广告在形式上采用中国传统的印
章为表现载体，通过印章钤印的描摹，阴文
阳文并举和十足的金石味，使之与国学会
主题相互映衬，既凸显国学主题，又含蓄蕴
籍。而上端白文长方印、下端阳文方印、左
端书写体文字形成铁三角构图，分别展示
出此次讲座的三个关键词：主办方、主讲
者、联系方法，简洁明了。原本上端白文长
方印沉重的墨底色造成视觉的头重脚轻
感，通过下端方形阳文印的体量放大，使重
心又稳稳地下移，在视觉和构图上重归和
谐，堪称完美。

李叔同在《太平洋报》担任广告部主任
一职时，还以夸张、象征、比喻等艺术手法，
运用简洁的绘画笔触，创作了不少兼具艺
术性、商业性、幽默性和娱乐性的广告作
品，具有现代漫画色彩。如为银行家贾季
英所编《女子教育》《美国初等教育最近之
状况》之出版流通所设计的广告，画面以藤
蔓上结满累累果实象征编者贾季英的出版
成果；为上海自来火公司设计的以太阳为
背景、寓意无限能源、充满光和热的图案广
告；为《福建新闻》刊行而设计的广告，图案
绘以一个夸张的记者人物形象，以及放大
的耳朵和水笔，象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
职业报人，这种夸张和象征的表现手法同
样在为《平民日报》和“商文印刷”设计的出
版广告中得以运用；以幽默、简笔的手法为
新新舞台新剧《侠女传》演出而设计绘制的
剧中主要人物形象图；为童世亨所著《世界
形势一览图》，描绘的虎视眈眈之老虎地球
图等等；为“南社”设计的通讯联络广告，为
《湖南公报》《东亚日报》《广东太平洋报》
《中国实业杂志》设计的出版发行广告等；
为《中西益智图》一书设计的广告，巧妙地
运用七巧板的拼图，突出此书益智之主题；
一幅幅全新的绘画广告以独特的形式和设
计理念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太平洋报》的广
告栏目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还有一幅李叔同
发表在 1912年 4月 11日《太平洋报》第九页
上为中国图书公司设计的广告图。此广告
图案为竖长方形画面，上为文字，下为图
案。李叔同将图案五分之二的空间设计成
印刷体文字介绍：公司名称——中国图书公
司，公司地址——河南路九十九号，公司荣
誉——南洋劝业赛会评为中国第一；而图案
下方则留给绘案，以整幅图案五分之三的空
间绘画了一幅一手策马扬缰，另一手擎旗的
青年骑士图，旗帜上是李叔同手书“实业先
锋队”，点出了中国图书公司在业内一马当
先的引领地位。上端文字以静，下端图画以
动，字画结合恰到好处，虚实相映，动静相得
益彰。

李叔同的美术广告，丰富多样，精彩纷
呈。他总是根据不同的主题内容，用不同
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来清晰展示所要传递
的广告信息，通过与主题内容相呼应的表
现手法，以不同的艺术元素组合，构成不
同的广告图案，让形式要素更好地服务于
内容，以求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和广告效
应。浓郁的金石气息，清新简雅的线条，
生动形象的图案，意趣盎然的韵味，优雅
唯美的书法，李叔同的广告设计很快鹤立
夺目于那个时代的沪上报界，并脱颖而
出。

从以上几则广告个案中，我们可以窥得
李叔同美术广告设计的风格。李叔同设计
的美术广告一改往日旧式广告文字繁多、版

式杂乱，形式陈旧呆板的套路，以其敏锐的
洞察力和艺术之眼光、美术之功底创新广告
设计，推出图文并茂之报纸新式广告，在形
式和内容上皆有创新和突破。

在广告设计中，李叔同通过巧妙的构
思，以新奇花样、醒目图案为衬托，施以趣味
性，并间以简明扼要的文字和优雅潇洒之书
法，使内容图文并茂，版式清新疏朗。这种
在广告中穿插绘图、木刻版画等艺术手段的
运用，使商业广告美术化，呈献给读者的是
全新的阅读体验，引人入胜，赏心悦目，读者
更是纷纷来信咨询李叔同之广告画。《太平
洋报》广告部专门在报上以《广告部答复》来
满足受众的兴趣——

徐觉士问：李叔同君法书是何笔法，有
样本否？

答：本报报头及本报新式广告木戳皆李
叔同君手笔，可供参考。

同在《太平洋报》与李叔同共事的胡寄
尘，在1926年9月刊行的《小说世界》中撰文
《补记李叔同先生》，评价李叔同的美术广告
是前无古人——

李先生再有一种创作，就是美术广告。
当日在《太平洋报》社时，就是管这事。凡是
商店的告白栏，皆经先生手写手画，书画都
很特别，而极优美。和现在日报上广告中的
图画相比，真不知隔开几万万里。……就艺
术而论，可算是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一种美术广告。

在创作艺术广告的同时，李叔同还推广
漫画创作和普及，不仅在报上刊出自己于
1909年在日本留学时为好友曾存吴所绘面
相漫画，而且在报纸上刊出广告，向社会广
征滑稽讽刺画稿，并评出一二等奖和佳作
奖，予以鼓励。对于他人他报摹仿其设计之
艺术广告作品，李叔同亦持开放之态度，专
门在报上公开答复并说明——

张洁人君问：本报所载新式广告之格式
花样，可否摹写登入他报？

答：本报以开通风气为主，不愿限制版
权。倘荷需用，尽可随意摹写，转载他报。

意在启蒙，但开风气。可以说李叔同在
《太平洋报》上创作发表的艺术广告，既开近
代报刊广告艺术创新之先风，亦开启了民国
漫画之门。

《太平洋报》上刊登的广告，被深深地打
上了独具“李叔同”个性符号的鲜明印记，形
成李叔同独有的美术广告特色：指向明确、
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简洁优雅。这样的美
术广告在二十世纪初的报纸广告上是绝无
仅有的。陈师曾对李叔同主持《太平洋报》
栏目设计和创作的评价是——

体裁新颖，足唤起览者之美感，广告尤其
特征。

而李叔同对于自己在《太平洋报》艺术
广告领域的创作实践，亦不无得意，自誉自
己的新式广告——

《太平洋报》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上海
报界四十余年所未见，中国开辟以来四千余
年所未见……本报发行以来，颇承海内外欢
迎，广告一栏，尤为大雅所推许，故本埠嘱登
广告者，日必数十起，呈报界未曾有之盛况”

“新式广告，尤高尚优美，为大雅所奖许……
我《太平洋报》之广告部，特延精通欧美广告
术大家主持其事，代撰最新式之广告文，并
研究最新式排列之方法……我最新式广告
之特长有四：

一、上海旧式广告，皆另外专排一版。
但看报者，以看新闻为主，于广告一版每不
留意，故其效力甚薄。本报最新式之广告，
皆夹入新闻之中，或排列新闻之上下两端，
殆合新闻与广告为一体，使看新闻者，有不
得不看广告之势。

二、上海旧式广告，皆字数太多，排列紧
密，以致不能醒目。即幸为看报者所见，亦
每以字数太多，不能卒读。本报最新式之广
告，文字务求简要，排列务求疏朗，使看报者
一目了然，于半秒钟内，能贯通全部广告之

大意。
三、上海旧式广告，大半以直写事实为

主。新奇花样，殊不多见。本报最新式之广
告，专研究新奇花样，或排成种种之花纹，或
添入醒眼之图画。此外，有小说式广告，新
闻式广告，电报式广告，杂志式广告。种类
甚多，不胜枚举，专以引人入胜为主。

四、上海旧式广告，每以一种广告文，连
登数月或数年，致使阅报者习见不鲜，无丝
毫之效力。本报最新式之广告，可以随时代
撰种种新奇之样式，隔数日更换一次。如有
愿订特别约章，每日更换者，亦可应命。

《太平洋报》之广告，具此四种特长，故
《太平洋报》之广告，承我中华民国社会上公
认为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

除了在《太平洋报》上设计创作大量艺
术广告，李叔同还对广告进行理论总结，在
《太平洋报》开辟了《广告丛谭》个人专栏，撰
文介绍和论述中外广告的各种形式及表现
手法，从广告意义的广义和狭义，到广告的
科学和技术，从广告形式的种种分类，到广
告载体的不同运用，一一加以分别论述。并
具体罗列如下——

1、新闻杂志；2、传单；3、书籍目录；4、书
籍附张；5、营业招徕；6、定价表；7、画、明信
片、信封等；8、时宪书、月份牌、日记簿、星期
表等；9、火车；10、电车；11、广告伞；12、广告
塔；13、板画；14、音乐队；15、舞台围幕；16、
山林；17、公园椅子；18、电柱；19、扇子、酒
杯、食箸、火柴等；20、衣帽、手巾、包袱等。

对二十项广告分类，一一加以陈述说
明，因为在李叔同看来——

盖商家研究广告，犹军士研究战略。商
业为平和之战争，广告即平和战争之战略。
值兹优胜劣汰之时代，犹墨守数十年前之战
略，鲜有不失败者。

所以，李叔同设计的广告，“创新”二字
贯穿始终，时人则以“最新式广告”冠名之。

李叔同还在《广告丛谭》中对广告在市
场营销中的作用、影响力和重要性阐述了自
己的观点——

广告为招徕顾客之良法。往往有同一商
品，同一卖价，善用广告者昌，不善用广告者
亡，是固事实之不可掩者。虽廉其价，美其
物，匪假力于广告，必不可获迅速之效果。反
是，以广告为主位，虽无特别之廉价，珍异之
物品，然能夸大言于报纸，植绘板于通衢，昼
者金鼓喧阗，夜则电光炫耀。及夫顾客偕来，
叮咛酬应，始啜以佳茗，继赠以彩券。选择不
厌，退换不拒，其商业未有不繁昌者。

他认为最简便也最易于实行的莫过于
报刊广告，因为报纸杂志具有其他广告媒介
所不及的“流通最广”、“费用最廉”、“制造最
速”这三大优势。同时，他对广告的定位、广
告媒介的选择、广告对象的针对性也加以分

析，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新闻杂志，种类甚繁，性质各殊，读者亦

异。故登广告者，当审其新闻杂志之性质，
与己所广告者适合与否，乃可收良好之效
果。以上海报界论之，如《新闻报》之于商
界，《民立报》之于学界，《妇女时报》之于女
界，《教育杂志》之于教育界，佥有密切之关
系。又徵诸日本报界，如《时事新报》诸者多
商人，《日日新闻》读者多官吏，《读卖新闻》
读者多文学家，《万朝报》读者多中学生，《都
新闻》读者多优人、艺伎。人类不同，需要用
之物品亦各异其趣。登纸烟广告于儿童杂
志，鲜有不失败者。

因此可以说，国人对广告学的系统研
究，发先声者，李叔同当为第一人。而李叔
同的《广告丛谭》亦成为我国广告学研究专
论的第一篇。

1912年4月间，李叔同还将自己在《在太平
洋报》广告栏目上的广告设计案例汇编成《太平
洋广告集》，又成就我国第一本美术广告集。尤
惜在该集的序文中这样赞叹李叔同——

抱卓绝之道艺振兴国内天产之宏愿，插
足广告场中，撰种种新式广告，独得人造之妙
用，曲达事物之情状，汇而成册，贡诸社会，缩
造化巧妙于寸素之中，促人事进化于革新。

意在宣扬李氏新式广告教化之功。而
与李叔同一起共事于《太平洋报》的报社同
人孤芳在弘一大师圆寂后，曾写有《忆弘一
法师》一文，回忆在《太平洋报》共事时的前
尘往事——

他擅长的艺术当中，除了音乐之外，还
有书法、花鸟画和篆刻。《太平洋报》的报头，
是他的手笔。报上的广告文字与图案，大半
也是他写的和画的。他关于广告的设计，很
有研究，在那时候中国报纸的广告除了文字
之外，没有图案的，只有《太平洋报》的广告
有文字，有图案，都是法师一人所经营的，而
且他设计的广告，文字和图案，都很简单明
显，很容易引起阅者的注意，但是他没有一
点市侩气，这是法师的平日读书养气功夫很
深的缘故。

所言确然。

《太平洋报》经营半年后，迫于经费困
难而告停刊。李叔同则应浙江两级师范
学校校长经亨颐之请，于 1912年 8月转赴
杭州，担任该校图画和音乐教师，开始他
的师教生涯。李叔同在沪上《太平洋报》
的报人生涯虽然前后不到半年，但他主持
《太平洋报》文艺、广告专栏期间，以美术
的艺术形式创作广告画，开创了中国报纸
广告形式的新风气，打破了当时商业广告
形式单一的旧局面。李叔同的《广告丛
谭》、《太平洋广告集》的出版，他在报纸艺
术广告上探索、实践和理论总结等开创性
的贡献，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报纸美
术广告第一人。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年轻时的李叔同 李叔同当年供职的《太平洋报》

李叔同对自己任职期间《太平洋报》艺术广告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李叔同设计的两则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