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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与 

中外艺术设计交流 
On the journals of Chinese modern art and the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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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陈安云 

(杭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12) 

[摘 要]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是介绍和传播现代 

艺术设计思想的重要阵地，在中外艺术设计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一方面引进国外的艺术设计，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艺术 

设计向国外传播，在交流的过程中既促进了中国近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也 

提高了中国艺术设计的国际地位。此外，鉴于其本身设计的形式感和画面 

感代表了现代设计的方向，于无形中促进了中国现代报刊的美学现代化， 

其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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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教育机构、美术团体和一些重要的出 

版机构创立的数百种中国近代美术期刊，除了刊 

载美术作品和美学文章外，还刊登了大量的优秀 

设计作品和探讨设计理论的文章，注重对设计展 

览信息的报道，是中国近代设计史重要内容的呈 

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同时，中国近代美术期刊 

作为当时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不仅介绍本国的 

设计发展状况，还十分注重引进西方现代设计， 

对中外设计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 

近代美术期刊不仅是美术史学的一手资料，也是 

设计史学的一手资料。然而，目前关于中国近代 

美术期刊的研究大多从美术史学的角度出发，内 

容多与绘画、美学相关，从设计学角度出发的文 

章寥寥无几。笔者试从设计史的角度，用传播学 

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在中 

国近代设计发展中的媒介作用予以探讨。 

一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的兴起与发展—一 

1．中国近代美术期刊的发展线索 

中国近代美术报刊的发展经历了晚清政府、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3个时期。鸦片战争 

后，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还开始 

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也 

随之传入中国，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促进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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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画报的繁荣和发展，摄影技术的传入也使中 

国画报印刷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中国近代美 

术报刊正是在这种“西学东淅”的背景中产生的， 

之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艺术设计 

的重要性。1917年蔡元培提出“文学与美术上 

现实派与理想派兼收并蓄”的主张，他在《新青 

年》上发表《以美育代宗教》一文，将美育视为自 

由进步的象征和人性的自我解放。20世纪初， 

随着大批艺术人士和其他文化人士从海外学成 

归来，西方现代绘画和艺术设计思潮也涌入中 

国，一场中西思想交锋、提倡以新代旧的新文化 

运动产生了，提倡西方艺术形式、反对传统艺术 

模式的新美术运动也在这个大潮中如火如荼地 

进行，大量美术社团也随之成立。在各种因素的 

影响下，美术期刊进入 了旺盛发展的阶段。同 

时，商业经营理念开始融入美术期刊的出版发 

行，传统的办刊模式开始向现代出版体制转变， 

从而大大促进了美术期刊的出版传播，也进一步 

促进了中外艺术设计的交流。 

中国近代的美术期刊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五 

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社 

会背景下，随着美术院校的先后创办和印刷技术 

的发展，美术期刊开始摆脱政治工具的地位而走 

向独立。1919—1928年，美术 “期刊出版量达 

39种，平均每年出版约4．3种，比第一阶段高了 

10倍。”̈ 从 1929—1936年，新美术运动处于 

蓬勃发展的时期，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促 

进，各种不同类型的美术展览纷纷举行，各种美 

术团体的创办促使美术期刊在这一阶段呈现出 
一

派繁荣的景象。同时，从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们 

也开始在美术期刊上刊登大量的艺术设计理论 

文章和作品，促进了中外艺术设计的交流。 

2．中国近代美术期刊的内容分类 

中国近现代美术期刊是各种艺术设计思想 

讨论和发布的重要载体，也是相关艺术设计事件 

的文本记录者，内容丰富，不仅涵盖大量的美术 

内容，如中国画、油画、漫画、版画、书法、雕塑等 

艺术门类，也包括很多设计门类，如陶瓷、服饰、 

家具、图案、交通工具、建筑、广告等，成为中国近 

代艺术设计思想交流的平台。其品种前后共计 

400多种，既有专门的艺术设计 门类的美术报 

刊，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艺术报刊。如 1918年创 

刊的《中华美术报》，内容分为文录、撰录、杂著、 

词林、纪事、函椟、名著七大部分；1926年出版的 

《文艺旬刊》，内容包括广告、消息、文坛、艺苑、杂 

记等类别；1930年创刊的《艺术文献》和1948年 

出版的《新艺苑》，内容不仅包括美术和艺术设 

计，还有电影、戏剧等。还有一些美术特刊属于 

非卖品，内容一般都是对某次展览会的情况或某 

个艺术院校的介绍。专门对展览会内容介绍的 

美术刊物如 1929年4月10日gJ：F~J、由上海全国 

美术展览会筹委会出版、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 

发行的《美展》，1929年初在上海举办教育部全 

国美术展览会后出版的特刊《教育部全国美术展 

览会特辑号》，这些美术特刊都是对相关展览会 

内容的评述。对艺术院校 介绍 的美术特刊有 

1 928年出版的《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校刊》，1 929 

年出版的《苏州美专己已级毕业特刊》，之后相继 

出版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周刊》《厦门美术学 

校特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刊》等。 

二、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在传播西方艺术设计 

中的媒介作用 

一

般而言，媒介是负载符号的物质实体，而 

交流则是借助媒介达到相互沟通的动态过程，因 

而媒介与交流体现出一种共生关系——如果缺 

少媒介，交流则不能顺利完成 ；如果没有交流，媒 

介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1．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传播西方艺术设计的 

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各大通商 口岸纷纷对外 

开放，欧洲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和装饰 

艺术运动等设计思潮随之涌人中国，形成一个中 

西文化互动的高峰期。在无线电产生之前，印刷 

媒介是唯一的大众传播媒介，它打破了地域的限 

制，对人类的社会交往及文化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美术期刊 

作为一种重要的印刷媒介，它使与艺术设计相关 

的信息能大规模地复制而得以广泛传播，在中外 

设计交流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 

在中西艺术设计思想不断撞击的情况下，人 

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艺术设计思想远远落后于 

欧美。刊登在 1 923年 9月 1 1日《申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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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协会宣言》宣称：“我们的民族精神，如今 

是腐化到了极点了，创造的灵泉已经消涸，失了 

水的游鱼只以唾沫相嘘濡⋯⋯如今不是我们闭 

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帮的艺术，也 

正是我们的急图，我们要宏加研究，绍介收集宣 

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 基于这种认 

识，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开始大量介绍西方的现代 

艺术设计，如 1918年由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出版 

的校刊《美术》，不仅刊登古今中外美术史，还报 

道国内外重要美术活动，并侧重于对西洋美术的 

介绍。1928年创刊的《亚波罗》内容丰富，图文 

并茂，不仅刊登国内的画作，更注重对国外艺术 

设计的介绍，如林文诤的《从亚波罗的神话谈到 

艺术的意义》、雷圭元的《近今法兰西图案运 

动》、金公复的《近代意大利美学》等。除了理论 

文章，它还经常报道国外艺术展览情况，如在第 

13期上设置了“世界艺坛”专栏，对当时世界各 

国的艺术展览和博物馆浏览人数等情况作了详 

细的阐述。中国近代美术期刊正是在这种社会 

背景下开始大量刊登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文章或 

作品的，并在这个不断引进和传播西方现代设计 

的过程中促进了本国艺术设计的发展。 

2．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传播西方艺术设计的 

内容与形式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刊登的西方现代主义设 

计的内容包括：俄国的构成主义、莫里斯的工艺 

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维也纳分离派等。对西 

方现代主义设计内容的报道主要有 3种形式：西 

方现代主义理论、设计师和设计作品分析、对国 

外设计展览的介绍与评述。如由鲁迅和柔石主 

持的上海朝花社于 1928年创办的《艺苑朝花》， 

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设计时，既有对西方现代主 

义设计理论及流派的评介，也有对当时重要设计 

师的介绍及其作品的分析。在该期刊的第 4辑 

《比亚兹莱画选》里，刊有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自 

画像、装饰画、书面画、书插画 12幅。鲁迅为之 

作《小引》，介绍比亚兹莱的生平和作品。鲁迅还 

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俄国构成主义的文 

章，并认为：构成主义反对艺术的纯粹性，主张把 

艺术融入生活，倾 向于赞颂工业科技带来的成 

果，并注重设计产品的可行性。1929年的《中央 

画报》在刊登中国画家画作的同时，对西方的艺 

术设计也进行了介绍，相关文章有中国工艺美术 

家刘既漂的《西洋工艺史》《介绍西洋图案》《玻 

璃之美》等。在《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 

号》上刊登的金伟君的《美展与艺术新运动》，详 

细介绍了由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1937 

年广州青年艺术社编辑出版的《青年艺术》，是一 

份绘画、雕塑、建筑、应用美术的综合期刊，也非 

常重视对国外艺术设计思想的介绍，所刊登的相 

关论文有赵世铭的《希腊古代期的美术》、李慰慈 

的《俄国彼得大帝前之建筑》等。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除了刊登国外现代主义 

设计的理论文章和对设计师的介绍外，还及B,-t~E 

道国外的艺术设计展览和最新的艺术设计动态。 

为了及时掌握国外艺术设计动态，还特地聘请驻 

外编写人员，如 1 926年创刊的《艺术界》，为了 

“广通声气及时调查近代国际艺术界情形，特延 

请得国外特约撰术员多人，如：在美国纽约，有良 

友公司经理伍联德君；在法国巴黎，有季志仁君； 

在意国罗马，有陈之藩君；在日本东京，有高剑父 

君等，随时将供给新颖材料于艺术界读者”__3j。 

可见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十分注重把国外的艺术 

设计思想和最新的艺术设计动态介绍到国内。 

《艺术界》的“新闻”一栏专门介绍国外最新艺术 

设计动态和展览情况。该刊在第 1期上就刊登 

了《日本商工省最近工艺美术展览会记》，第8期 

介绍了安东尼 ·高迪的建筑(见图 1)，在第 14 

期上，《最新意大利艺术界新闻》不仅介绍了威尼 

斯法朗取底美术馆开幕情况，还对法尼斯别墅的 

建筑特点和内部珍藏作了详细介绍。《亚波罗》 

这一综合期刊十分注重报道西方和 日本的艺术 

设计展览，在该刊第 1 3期中出现的“艺术艺坛” 

专栏，详细论述了当时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的艺术设计展览会情况，如I布鲁塞尔 

的现代书籍装订美术展览会等。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对国外艺术设计家的介 

绍、对国外现代设计理论的解读和对国外设计展 

览的报道，引起了当时中国艺术界对本国设计水 

平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设计的发 

展。如1928年创刊的《艺苑朝花》等一些美术 

期刊对西方新艺术运动中重要的设计师之一比 

亚兹莱的大量报道，使黑白线条和颓废风格对中 

国当时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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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艺术界》1 926年第8期 

介绍的安东尼 ·高迪的建筑 

灵风就受到比亚兹莱的影响，制作出了大量的比 

亚兹莱风格的插画，获得了“东方比亚兹莱”的称 

号，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对西方现代主义 

设计传播的广泛性和对中国设计深刻的影响力。 

三、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对外传播中国艺术设 

计的媒介作用 

1．从美术期刊的创刊宗旨看中国艺术设计 

的对外传播 

通过中国近代美术期刊这一媒介，国外的 

现代设计广泛传入中国，但是期刊作为一种大众 

传播媒介，其传播的作用是相互的，在输入的同 

时必然也伴随着输出，所以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在 

把西方的现代艺术设计思想传入中国的同时，也 

把中国的艺术设计传播出去。中国美术期刊的 

创办宗旨反映了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十分注重把 

中国的艺术设计向外传播。如 1918年由上海图 

画美术学校出版的《美术》，在第1期上发表了刘 

海粟的发刊词：“愿本杂志发刊后，四方宏博，意 

本此志，抒为宏论，有以表彰图画之效用，使全国 

土风成能以高尚之学术，发扬国光，增进世界文 

明事业，与欧美各国竞进领顽，婢美术前途隆隆炎 

炎兮如旭日之光，蓬蓬勃勃兮如阳春之景。”[ ](P9) 

再如1934年创刊的《国画月刊》，该刊的《发刊 

语》中写着刊物出版的两大使命：“一、提倡绘画 

法度，改善作风，二、沟通会员消息，推进会务。” 

“除于役于此两大使命外，而我文化立场上又须 

尽其一大职责。其职责之效用，即发挥固有艺术 

之精神提高国际艺术地位。”[4](Pl13)可见中国近 

代美术期刊从创刊开始就立志宣扬中国的艺术 

设计，以提高其国际地位，所以中国近代美术期 

刊把中国的艺术设计向外传播是必然的。 

2．对外传播中国艺术设计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在“发扬国光，提高国际 

艺术地位”的宗旨下，开始注重对本民族艺术的 

宣传，主要传播方式是对当时一些艺术设计展览 

情况的报道。如在 1 9侣 年创刊的《美术》第2 

期上刊登了刘海粟《参观法总会美术博览会记 

略》，该博览会是由英国的马咯丽夫人在上海环 

龙路法国总会举办的美术博览会，博览会中有 

“中国图案作品十余副，其中包括建筑图案(均为 

中国之寺院建筑)、工艺图案，均精细美观”_5 J， 

该刊还报道了“民生女学美术展览会”，展览会的 

地址在法租界内，并报道第一天到场人数就有 

200多人。在《亚波罗》第8期上刊登了大量的 

由林风眠发起的艺术运动举办的第一次展览的 

情况，并描述此次展览是“把东西艺术向更广的 

国际间表示”。在《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 

号》中刊登的德国“支那美术展”，由“东洋美术 

研究会与德国联邦书院所主持，除建筑而外，并 

收集我国之美术品，如雕刻、陶瓷器、硬玉、七宝 

漆器、绘画等”。《美术生活》第 2期中介绍了 

“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政府专馆模型”(见图 

2)，第38期刊登的玉器展览，是“我国为参加巴 

黎博览会起见，特搜集全国玉器精品以宣扬我国 

的玉器文化”。《艺术旬刊》在第3期还刊登了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的意义》，提出要注重 

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才不会被“他人掠夺和消 

失”，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艺术的国际地位。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正是通过对这些展览会 

的报道，一方面使国人认识到提高国内艺术设计 

水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让人们意识到把本国艺 

术设计向外传播的必要性。此外，当时的美术期 

刊不仅提供给国人阅读，也开始在海外发行，从 

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艺术设计向外传播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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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术生活》1934年第2期介绍的“中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政府专馆模型” 

和广度。如1922年创刊的《支那美术》，当时已 

经开始在海外发行，内容不仅包括绘画、书法、金 

石等，还包括瓦当、建筑等设计工艺，在向外传播 

中国艺术设计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7年 

创刊的《湖社月刊》以其精美的印刷质量和高质 

量的美术著述，远销到日本、新加坡、吉隆坡、仰 

光、加拿大、古巴、檀香 山等国家和地区 lf阻̈ 。 

可见中国近代美术期刊在把中国的艺术设计向 

外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四、结语 

中国近代美术期刊一方面引进了国外的艺 

术设计，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艺术设计向国外传 

播，在这个中外设计交流的过程中既促进了中国 

近代设计的发展，也提高了中国艺术设计的国际 

地位，所以中国近代美术期刊是中外艺术设计交 

流的重要媒介。当然，在中外设计交流上，除了 

报刊的传播作用，其他一些媒介也起到了相应的 

影响，如书籍、电影、广播等。但中国近代社会处 

在工业刚起步、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阶段，电 

影和广播还未得到普及，~E-T-IJ作为一种相对廉价 

的消费品，更能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相对于报 

刊，书籍则因其更具专业性并针对特定的受众， 

传播的力度没有报刊广泛。所以与其他传播媒 

介相比较，美术报刊在传播中外设计交流的过程 

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和渗透性。 

中国近代美术报刊作为发表现代艺术设计 

作品的重要媒介，有专门的艺术设计人员和著名 

的艺术设计家，其整体设计水平相对其他报刊更 

具有专业·l'~_．gu a,-J代性，特别是中国近代美术报刊 

的现代设计思想逐渐发展完善，通过近代美术报 

刊的开拓，对后世的报刊产生了重要影响。首 

先，中国近代美术报刊具有开放的学术精~．egn包 

容的编辑思想，在中外设计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 

媒介作用，给后世报刊的创办起到了很好的带头 

作用。其次，近代美术报刊定位准确、个性鲜明， 

并注重期刊的品牌化，引导了后世报刊的创办理 

念。再次，这也是最为重要的，近代美术报刊不 

仅注重对艺术设计思想的宣传传播，而且在促成 

中国现代报刊美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整体设计 

的形式感和画面感都越发朝着现代设计的方向 

发展，本身亦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没有近代美术报刊对外国现代艺术设计 

思想的引进，以及对中国艺术设计走向国际的重 

视，或许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进程还要向后推 

迟。总之，中国近代美术报刊在发展过程中不仅 

担当着中外艺术设计交流的媒介角色，其本身的 

发展亦是中国现代设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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