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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老上海月份牌的发展历程入手，研究了它的起源和3个主要发展阶段，论述了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的几大

艺术特征。结合海派文创产品研发的现状与趋势，从创意层次、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意人才结构等方面探讨了当下海

派文创产品所遭遇的瓶颈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对海派文创产品研发领域所带来的启示，

并提出了一些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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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advertising calender posters of old Shanghai，it discussed the origin

and three main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m.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of Shanghai-style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ment，it studied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it in terms of creative level，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creative talent structure.On this basis，it summarized the enlightenment that advertising calender posters

bring to the area of Shanghai-style creative products and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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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创产品是近年来兴起于上海的一种文化

创意产品类型，它根植于上海的城市文化和人文精

神，是上海本土创意产业发展的成果之一。就目前的

发展现状而言，海派文创产品的研发仍处于起步阶

段。这里以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为参照，探讨其对于

海派文创产品研发的启示，在研究老上海月份牌广告

画艺术特征的基础上，寻求海派文创产品研发的思路

与方法，以期为当代创意设计师提供有益的参考。

1 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历程与艺术特征

1.1 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的起源与发展

月份牌广告画是一种兴起于 20世纪初上海的特

殊绘画形式，因画上附有年月历表，故名[1]。鸦片战争

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随着大量洋

货的涌入，西洋广告画成为了商家推销产品的主要手

段。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早期的西洋广告并未受到

民众的欢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洋商改进了广告

画的形式，他们借鉴民间年画的模式，将商品的图形、

年历与民众喜闻乐见的形象融合起来，渐渐地形成了

月份牌广告画的雏形。老上海繁荣的经贸活动使月

份牌这一商业美术形式流行起来，许多商家纷纷借用

月份牌来推广商品，其发展日趋成熟。

纵观月份牌广告画的发展历程，以时间为序可以

分为3个阶段[2]。周慕桥是19世纪末上海第一代月份

牌广告画家，早期的月份牌广告画基本继承了传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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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杭稚英作品

Fig.1 Hang Zhiying′s works

画的形式，并且开始初步尝试借鉴西洋绘画的技法。

周慕桥的后期作品在人物造型、构图比例上渐渐走出

传统年画的桎梏，为打开月份牌广告画的创作思路奠

定了重要基础。之后，郑曼陀所开创的擦笔水彩画法

推进了月份牌广告的发展历程，这种炭精条结合水彩

的绘画技巧赋予了画面前所未有的逼真效果，他笔下

的贵族侍女形象成为了商家热捧的对象。20世纪 30

年代，受到郑曼陀的影响和启发，杭稚英在经历了反

复试验后发明了擦笔重彩画法，该技法使画面效果愈

加细腻动人，在技巧上比郑曼陀更胜一筹。同时，杭

稚英广泛吸纳时代元素，将高跟鞋、自行车等融入仕

女图的创作之中，他的画作用色大胆、人物丰腴婀娜，

见图1。时髦美艳的都市女郎形象和活泼明快的绘画

风格在商业市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稚英画室”也

成为了中国广告公司的雏形，杭稚英及其团队创作的

作品成为了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发展高峰期的典型

代表。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沦陷，许

多优秀的月份牌画家就此封笔，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

的黄金时代由此告终。

1.2 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的艺术特征

上海华洋杂处的地理位置和开埠通商的时代背

景造就了月份牌广告画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体现了

西方意识形态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月份牌中

腕戴手表、足登皮鞋的女学生形象到卷发高挽、身着

旗袍的都市女郎形象，无一不显露出西方文化对中国

近代社会的影响。亦古亦今是月份牌广告画的另一

特色，纵览黄金时期的月份牌画作，除了时装女性题

材以外，仍有不少传统主题的作品。如杭稚英的《霸

王别姬》，将历史典故搬上了画纸，尽管取材于历史故

事，但其人物造型、表现技法、空间构图与传统年画截

然不同。由于引入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则和配色法，

画面中的人物造型饱满、纵深感强，使传统的创作题

材产生了新的面貌[3]。月份牌广告画是伴随着商贸活

动成长发展起来的商业艺术，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欣赏

趣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的审美趋向，因此

通俗性是月份牌广告画的重要特征，它就如同流行音

乐、戏剧电影一样是社会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大

俗大雅的艺术特质。

2 海派文创产品的研发

2.1 海派文创产品的兴起与现状

上海作为世界创意之都，近年来在产品开发方面

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许多设计机构与设计师纷纷

从上海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情的角度寻求文创产品的

研发路径，渐渐形成了独具上海特色的“海派文化创

意产品”这一概念[4]。海派文创产品是基于上海的文

化、历史与民俗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创意产品类型，

它是海派精神、海派创意和海派风格的综合体现。从

其发展的现状来看，设计创意的多元化和产品开发的

多样化是其主要特征。以海派创意T恤品牌“路上海”

为例，见图 2，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上海的城市形象，品

牌门店开设在上海繁华的旅游区域，见图 3。从功能

图2 “路上海”T恤

Fig.2 ＂LUSHANGHAI＂ T-shirt

图3 “路上海”门店

Fig.3 Storefront of ＂LU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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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角度，将海派文创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相融合是

“路上海”产品开发的基本思路。另一些设计师则将

限量定制的理念融入产品研发的过程中。设计师刘

传凯从海派建筑中获得灵感，以缅甸檀香木和乌木为

原料，设计了“上海微风”折扇，见图 4，该折扇做工精

细、选材考究，是海派文创产品奢侈品化的一种发展

方向。上海创意团队“松果设计”则长期致力于创意

家居产品领域，其作品是“海派创意”与家居生活协调

融合的优秀案例，如烛台设计，见图 5。总体上看，海

派文创产品研发的现状是多元并进、充满生机的，当

然，良好的市场环境也是培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2.2 海派文创产品的发展趋势与瓶颈

国际性、开放性是海派文创产品研发的必然趋

势。品牌化、通俗化的设计营销路线将会成为海派文

创产品市场的主流，小型工作室的品牌模式也会成为

丰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化和精英化、本土化

和国际化或将成为海派文创产品未来发展的关键

词。然而，仍有不少因素在影响海派文创产品的健康

发展。首先是创意层次肤浅的问题，一些设计师空泛

地套用某些图形元素，导致创意设计的单一与乏味。

其次，是“抄袭”影响创意设计品质的问题，知识产权

的保护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创意界与政府部门的充分

重视。再者是创意设计界复合型人才缺失的问题，新

的产业时代更需要懂营销、会技术、善沟通的多面

手。上海的创意产业界只有重视并解决这些瓶颈问

题，才能实现海派文创产品格调与品质的飞跃。

3 老上海月份牌广告画对海派文创产品研发的

启示

3.1 本土形象

老上海月份牌在其兴盛的几十年间，风格流派各

不相同。在当下的海派文创产品市场中，月份牌也是

常见的创意元素，但是鲜有设计精湛、独创性强的作

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设计师对本土形象的发掘

缺乏深度。就本土元素的提炼而言，月份牌中的女性

形象就极具研究价值。设计师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

结合当下的时尚潮流进行再设计和再创造，卡通形象

见图 6，是笔者以杭稚英笔下的美女形象为原形设计

的系列卡通造型。此外，月份牌广告画中边框花纹、

广告字体等也体现了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海派特色，然

而这些图形形象往往会被设计师所忽视，只有深入研

究月份牌广告画的形制和绘画风格，才能更好地挖掘

和演绎其中的本土形象，从而设计更具创意的海派文

创产品[5]。

3.2 时代特点

月份牌广告画在中国近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据着

重要地位，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几代画家经历了从古

到今、从中到洋的探索与跨越，他们是开创中西广告

媒体艺术融合的先行者，这种基于时代脉搏的艺术求

索对于现代创意设计师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6]。在

当代海派文创产品的研发过程中，设计师可以从新型

图4 上海微风折扇

Fig.4 Shanghai breeze folding fan

图5 烛台设计

Fig.5 Candlestick design

图6 卡通形象

Fig.6 Cartoon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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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和载体等角度来研究海派文创产品的开发路

径。以上海的本地方言“沪语”为例，随着时代的发

展，沪语也在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这些新的词语和俚

语就可以成为创意设计师的灵感源泉。设计师钱昭

杰以现代沪语为创意源点，设计了“沪语拼板”这一颇

具趣味性的创意产品，见图 7。创意设计来源于设计

师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只有保持与时俱

进的态度才能真正打开设计思路，提升海派文创产品

研发的水平和质量。

3.3 开发前景

在商业市场日益繁荣的当代社会，文创产品的种

类也更为多样。家居用品、服饰、动漫形象等领域都

可以成为创意设计师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21世纪

是电子信息高速发展的世纪，因此就产品开发的具体

形式而言，设计师可以尝试多种途径。以老上海月份

牌的功能性为例，设计师可以尝试提取其“年历画”的

特性，借助电子通信的开发技术平台，打造独具海派

特征的“新海派年历画”手机（平板电脑）应用程序。

这也是笔者目前正在进行的设计，即将月份牌中的图

形元素拓展至智能手机年历表应用程序的设计之中，

见图 8。可见，海派文化创意产品的形式与内涵不是

一成不变的，正是有赖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海派文

创产品研究与开发的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3.4 传承与发展

面对前辈留下的艺术遗产，如何更好地将其进行

传承与发展，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老上海月

份牌好似一面镜子，它所折射出的是近代上海乃至整

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7]，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然

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上海的月份牌广告画更常见于

博物馆和美术馆，在文化与创意市场中能成功演绎并

推广月份牌广告画元素的优秀案例并不多见。同样作

为传统的艺术形象，日本的“招财猫”在经历了百年变

迁之后，现已成为家喻户晓、人见人爱的玩偶造型。可

见，在当下的文创产品市场中，只有深入挖掘具有典型

地域特征的设计元素，在大胆探索中寻求继承和发展，

才能真正将新鲜活力注入其中，使老上海月份牌广告

画在当代的产业环境中获得历久弥新的生机。

4 结语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

业，也是创意人展现智慧与才华的舞台。鲜明的地域

特色和本土元素是海派文创产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根基[8]。创意设计师应当明确当下海派文创产品研发

的现状和不足，从时代的角度审视月份牌广告画这一

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尽快地使海派文创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走上正轨，提升

其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将海

派创意、上海精神融入产业发展的大潮，形成海派文

创产品发展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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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沪语拼板

Fig.7 Shanghai dialect puzzle

图8 智能手机月历程序

Fig.8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calenda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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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祈福观”等地域文化特色的更深更广内涵的

象征意义，同时利用流行时尚、多媒体技术、互动界面

及装置艺术等现代创意手段，将地域文化特色与民族

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结合。在闽台文化创意产品中融

入“祈福观”等传统吉祥符号的意蕴，使中国的传统文

化艺术在现代产品创意中得以延伸和发展，以闽台两

地同宗同根同祖、同文同俗同语的特点加强台湾民众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发展闽台文化创意产业的重

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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