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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史话

《良友》画报的品格浅析

● 胡方煦

提
到老上海的风情，就会想到旗袍、

百乐门、霞飞路、月份牌广告……

这一切都可以在一本《良友》画报中寻

踪觅迹。《良友》画报于 1926 年创办于

上海，是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

有人说它是一本时尚刊物，也有人说它

是一本新闻画报，其内容包罗万象，说

它是一个时代的镜像也绝不过分。它的

发行量达到 4万多份，销量仅次于邹韬

奋的《生活》周刊。《良友》画报的发

行经营对于期刊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而作为一份视觉性期刊，它在审

美品格上也是意识超前的，最重要的是

它作为一个文化载体对时代的文化和大

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商业品格

《良友》在第 37期《再为良友发言》

一文中曾指出：“以商业的方式而努力

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这就是我们的

旨趣。”民国时期没有全国性的专业发

行网络，所以《良友》要保持持续的发

行和销售必须具备自觉的商业意识。

（一）海外发行

《良友》的发行主要面向上海市民

阶层和海外华人华侨，实际上最先接纳

《良友》的还是海外市场，它所刊登的

国内时事、反映的社会现状、凸显的风

情文化，都成为海外华人华侨了解国内

动态的一扇窗口和情感维系的纽带。

《良友》通过各地的分支机构、邮

政系统等拓宽海外发行渠道，维系海外

订户，同时利用上海国际化的氛围与开

放的通路，将影响力辐射至东南亚等海

外市场，足迹遍布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

（二）活动促销

《良友》开展各种优惠活动来培养

读者忠实度，维持老客户、发展新客户，

有订得一定数量的赠送活动，还有价格

优惠附赠特刊活动，《良友》此举利薄

甚微，但是在当时就拥有维系读者的长

远眼光，为其今后长远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

（三）广告经营

《良友》画报上刊登的很多广告至

今还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如高露洁、绿

箭、旁氏等。不同于一般报刊上广告的

泛滥化、庸俗化，《良友》的广告刊登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般采用漫画脚

本的方式将动态动作演绎出来，传达商

品信息，同时也极具欣赏价值。最重要

的是，广告的选择凸显了画报对于社会

时事的敏锐洞察力。广告的真实、健康、

时尚，反映了《良友》浊世清风的整体

风格、时尚潮流的现代尝试，以及对内

容和读者的责任意识。

（四）品牌延伸

为了保持发展经营，良友公司还有

其他业务上的延伸。良友分公司“分销

本公司各种出版物，代售各书店新书，

选办文房用品，体育器具，及各种美术

货物”，①出版了《北伐画史》、《孙中山

纪念画册》、《故宫图录》、《世界人种风

俗大观》等画册；此外，还整理了画报

上的文字收录在《良友人物》、《良友散

文》、《良友小说》、《良友随笔》上。《良

友》还印制当红影视明星照片，进行签

名出售，曾有一位顾兰君的粉丝在当时

花 6000 元法币买下她一张 30 寸的签名

照片。

新闻品格

（一）国内风云变幻，国外波诡云谲

《良友》画报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

象是时尚前沿，但新闻性与文化性并重，

其国际时事报道比例相当大，每期都以

与国内时事报道分列的版面出现。在国

内时事报道上，它站在全国角度进行整

体透视，按照时事的轻重进行安排布局。

国外新闻中，经济、军事、文化时

事等皆入《良友》，不仅有简单的图片

报道，还约请名家进行分析，最著名的

是从第 67 期起郑伯奇撰写的系列国际

时事评论，如《洛桑会议面面观》、《动

荡中的德国政局》，精辟地分析了德国

纳粹的野心，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

来。②

（二）图片张力十足，文字不落窠臼

深受中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影响，《良

友》在新闻报道上具有独立性、兼容性

和客观性，采用大量新闻摄影图片，图

片新闻的张力与文字搭配的魅力，让人

为之一震。其虽是以图片为主，但是文

字报道也独具特色，在图片明了的支撑

下，进行搭配式的解说。

（三）心怀人民之忧，身兼国家大任

从 19世纪的《申报》、《上海新报》、

《点石斋画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

上海黄金时期的《良友》画报，现代看

来已然成为传媒长廊中列展的艺术品，

但在当时是身兼大任的媒介。

《良友》的时事报道常常能够比报

纸的报道更加深入，引导大众进行理性

的认知，以大众的视野、理性的态度，

去洞察整个世界，为当时的读者营造

了启蒙语境，铺垫了国民意识。《良友》

在后期带入了些许政治倾向与色彩，在

抗战时期和孤岛时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坏，但依旧不屈不挠为之奋斗，独立性

与进步性相结合，赢得了不朽的声誉。

文化品格

（一）上海小姐的女性气息

《良友》秉承杂志的风格特色，在

制作和设计上都相当精良考究，极具现

代审美特色，不愧为一份摩登时尚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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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画报》广告中天津的西洋化生活
——基于新闻社会史的视角

● 林小玲

通
过报刊的广告来探究特定时期的

社会文化，是新闻社会史研究的

路径之一。这一方法将一定时期的报刊

同当时的社会联系起来，考察新闻传播

与现实的关联，突破了从单一的新闻传

播学层面探讨报刊的局限。本文试从《北

洋画报》广告对西方物质消费、娱乐方

式的呈现这一角度来考察天津当时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状态。

《北洋画报》创刊于1926年7月7日，

1937 年停刊，是民国时期天津办报时间

最长的画报。“为自身利益计，实有谋其

广告发达之必要”，①《北洋画报》在创

刊初期就刊登了广告，并称“本报占画

报界第一席”、“本报上之广告效力伟大”，

成为当时刊登广告最多的画报之一。

《北洋画报》的广告呈现

《北洋画报》广告大量运用图片。

图片的运用使《北洋画报》更通俗化，

能服务于不同层次的读者；同时为西方

文明的传播提供一种更直接、更容易被

接受的方式。

《北洋画报》广告在编排上高度集

中，基本上都集中于封面版和第四版。

从版面大小来看，广告版面约占封面版

的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第四版在创办

之初曾转载小说，兼有广告。随着广告

量的增加，第四版的广告占了绝大部分

版面。

这种集中编排的做法，使各类商品

的广告一览无余；加之醒目标题，最大

限度地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激发读者

的消费欲望。

全面洋化：广告中的西方物

质消费

开埠后，天津成为华北地区唯一设

觉期刊。从第 37 期开始，开始使用铜

版纸代替原来的道林纸印刷，人像照片

改用彩色胶印。精美的封面一直都是《良

友》被世人津津乐道的一大亮点。曾任

主编的马国亮回忆：“《良友》的封面，

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

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

封面的。”③

《良友》共创办了 172 期，在 172

张封面中，只有 11 张男性图像，是为

配合战时需要而做的改变，剩下的全部

都是女性图像。

时髦女性的视觉形象将女性带出闺

阁庭院间，带入人间烟火的公众视野，

开拓了中上层女性的公共空间，但是也

无法避免女性作为一种柔美、感性的视

觉符号，带有特殊色彩地展示在男性的

视野。《良友》的封面空间完全想象了

旧上海都市文化的场域，全面建构了商

业都市的梦幻摩登女性。

（二）都市文化的时尚气质

内容上，除却时事新闻方面的内容，

《良友》还包含娱乐休闲与科学文化的

题材，具体有游记、明星、电影、生活

指南等，《良友》上还出现了最早的选

秀活动——婴儿选秀，构成了《良友》

独特的报道体系。

《良友》曾策划了“上海地方生活

素描”的专题，邀请上海文学名家描写

介绍上海的方方面面，有茅盾对上海香

粉弄内幕的揭露，穆木天对上海弄堂文

化的解读……五光十色的老上海风貌背

后不只是逗个趣儿，更有深层的文化意

蕴与背景。《良友》总是能在复杂的时

代背景与文化元素里钩织出清晰的脉

络，找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平衡点，

看似杂乱无章的内容，却是纷而不乱。

《良友》是上海产业文化和都市培

育的产物，同时它对于海派文化的斑斓

图景的展示与国际视野下多元文化气质

的糅合，反过来也重新雕刻了上海的都

市文化品格。

总的说来，《良友》画报是民国上

海的风情录，也是国际视野的文化志。

注释：

①梁得所 马国亮编：《良友》[J]，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1928 年版，第 33页

②刘永昶 ：《试析良友画报的编辑视

野》[J]，《史料研究》，2007 年第 1期

③马国亮：《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

个时代》[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247 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

有多国租界的城市。②此后，天津的人

文逐渐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的整体特点。这种西风东渐的影响在《北

洋画报》的广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西方的物质消

费景观。

1. 西方服饰

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服饰西化进

程加快，开始流行传统服饰与西式服装

的结合体。此时，各服装商纷纷在报纸

上刊登广告，以推广自己的服装。海京

呢绒具有“摩登化经济化之西装衣料”，

其“质料比舶来品经穿，价目比舶来品

便宜”；力古洋行的印度绸缎庄出售“花

样新奇、颜色鲜美”的“欧美德法各国

大宗花素丝绒”，诸如此类。同时，与

西式服装相配套的丝袜、皮鞋、领带、

帽子、围脖等也相继流行。从这些广告

中可看到，天津男女的服饰渐呈西化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