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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早期都市文艺先锋 

———《真相画报》 

潘耀昌
1
，徐立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上海自开埠起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港口城市，这其中离不开丰富的人文与物质条件的积累。1912 年

6 月 5日《真相画报》在沪创刊，成为中国最早的美术类综合性旬刊，影响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的美术刊物，开创

了上海画报新纪元，同时亦开辟了都市文化艺术的宣传窗口。《真相画报》在其创办中所带来的全新办报理念，以及其紧扣时代

脉搏的文化图像，在倡导新派艺术以提升国之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尝试，在上海都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研究

《真相画报》对构建今日和谐社会，繁荣复兴新世纪都市海派文化艺术具有借鉴意义，其全球化的媒体经营战略对当今的城市

大众传媒同样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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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催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全国百废待兴。之后，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全国

军阀专制横行，阶级矛盾被激化，刺杀事件屡有发生。当时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可谓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余孽与军阀专制的高

压之下。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大批涌入中国，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

一定冲击。在此背景下，蔡元培倡导将美育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

等并列，视为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的关键。
［1］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这一思想很快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激发了社会各界学习

艺术的热诚。 

20 世纪初沐浴“西学东渐”之风的上海，东西文化、各种新思潮在这座城市不断碰撞、融合。“五方杂处”的文化大熔炉使

上海更容易接受外来事物，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将这座城市作为看世界的窗口，而外国人则将上海看作了解中国的

窗口。这一时期，各国精英云集沪上，使这座城市成为当时文人造访之地。上海的地域位置决定了她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历史上

的特殊地位以及外向型的城市性格。贸易的发展，形成上海城市的商业特质，同时造就了上海务实、开放的文化倾向，传统文

化的根基相对薄弱。以五四运动为先声，中国的文艺界在发扬五四精神的同时，引发了一场以上海为中心变革中国的新美术运

动。 

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开始重要的社会转型。艺术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美术期刊是一个时期艺术动向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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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了《上海美术志》
［2］

中记载的 1910 年代前期上海创刊的唯一一份综合性美术旬刊，同时也是 1912 年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第一份、在中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综合类美术期刊
［3］

——《真相画报》。 

一、横空出世:“真相”的诞生 

1912 年 6 月 5 日，《真相画报》在沪出版了第一期创刊号。该报由高嵡(奇峰)编辑、应枬印刷，发行单位包括位于上海四马

路惠福里的真相画报社与广东省长堤二马路的中华写真队事务所。 

《真相画报》的诞生背后有一支功勋显赫的编辑队伍，其执笔人均曾经参与、组织民国成立，可谓民国之开国元勋。创刊

号由怀霜(《天铎报》主编李怀霜，1874—1957)作序，英伯(谢英伯，1882—1939)作《发刊辞》，胡汉民(1879—1936)为画报撰

写《发刊祝词》，此三人均为中国同盟会成员，早年参与革命运动，致力宣扬民主思想。此外，该报众多漫画的作者何剑士(1877

—1915)亦是早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05 年与潘达微、高剑父等人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致力于漫画事业。

另一位漫画作者马星驰(1873—1934)早年投身广州国民革命，追随孙中山流亡国外十余年。 

从《真相画报》执笔人的名望之高可见其发起人高剑父、高奇峰以及陈树人等不仅仅是画家、革命者，更是成功的报人，

通过起用名人使画报一经创刊便获得振聋发聩之效应，而这份画报更是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结缘。 

(一)倡导舆论监督、美术救世 

第一期《发刊辞》道出了“真相”二字背后蕴含的典故。发刊辞作者引用英国格林威尔将军要求画师如实绘出其相貌，而

无需掩盖其脸部黑痣(Point me as I am)的“绘吾真相”典故，引发了“惟英雄能自知其真相，亦惟英雄能自保其真相也”的

感叹。随即联系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尖锐指出政府无序、滥杀无辜等恶行。“故近日尔，我国民不欲得良政府也，则亦已矣，否

则舍实行监督之外，决难为功然，非洞明政府之真相，则监督亦无从措手，此本报之设所以真相名也。”由此可见，《真相画报》

取名“真相”有其一定的深层含义。文章结尾部分，“特未知我近日之共和政府诸公，其为格林威尔之磊落耶?抑如丑妇之畏镜，

见影而骂耶?亦听之，而已夫复何言”。更是直接将当时政府与格林威尔作比较，希望通过《真相画报》这一大众传媒洞察政府

之“真相”，从而起到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之作用。 

刘瑞宽认为高氏尝试发行画报的目的在于通俗化考虑，当时中国识字人口数量有待提高，为传播知识和宣传民主思想，通

过图画的方式可以达到更大效果。
［4］

笔者认为通俗化只是办画报的原因之一。然而，《真相画报》创刊号序言部分说明了该刊物

的宗旨: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
［5］

可见，创办者忧国忧民，力争以美术唤醒民众，使国

家富强的决心以及通过创办画报传播新艺术、实现艺术救世的抱负。 

同时，怀霜在创刊号《真相画报序》一文中道明了《真相画报》的创办缘由及目的:主任番禺高君奇峰久留海外学识渊懿，

与其诸同志凭籍丹青神技，开悟国人，咸能自信。旧岁以来，亦既周行域内，蹝迹名胜，吐纳烟云，厚其胎息，又出没枪林弹

雨中，举鼎革战场，一荡一决收之眼底。今悉寄之手腕，以惠吾曹。亿兆同胞，免冠距跃，曷俟着蔡。然而瑰奇之士，不得志

于时，辄遁身于美术以救世，可晞也已。 

概述了该报发行人高奇峰投身革命的背景，点明其由从政转而投身美术革命，希望通过该画报的创办以提高民众对时事的

认知度，唤醒民众的爱国思想及整体的文化素质，以达到美术救世的美好愿望。在此，《真相画报》的创办者们将之作为艺术宣

传的工具，救民族于忧患的意图十分明显。 

换言之，《真相画报》的出版本身表达了一群有政治理想的艺术家对现实的追问。它的诞生宣扬了办报人的民主文艺思想，

以表达他们艺术参政的理想及企图影响执政者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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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画报》为了实现创刊人“美术救世”的抱负，采用了大众通俗易懂的画报形式，在美育代宗教思想的诞生中出版发

行，是早期城市大众美术领域里的一种探索和实践。该报强调艺术的现实性、开放性、广阔的艺术视野，依托上海为轴心辐射

中国现代之真相，成为民国初期一份旗帜鲜明的美术画报。 

(二)国际化传媒理念的确立 

辛亥革命初期，办报人的政治倾向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渴望促使他们将《真相画报》办成一份具有强烈参政意识的都市传

媒画报。因而，自出世起它便自觉成为宣传民主政治的舆论工具，以宣传新生事物的面貌出现在上海都市文艺传媒之中。 

《真相画报》的销售范围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还涉足海外市场，体现了全球化的办报理念。从起初的上海、广东发行，各

省大书坊分售，到第 3期南洋分售处的设立(新加坡大马路曹万丰书庄)，第 4期的版权页上更是出现了“外国分售处”的概念，

使该报的覆盖面遍及南洋各埠(第 4 期起)及檀香山正埠(第 7 期起)。与此同时，自《真相画报》第 3 期(1912 年 7 月 1 日)起，

封面出现了“TheTrue Record”(真相记录)字样及英文通讯地址，第 4 期起变更为大写的“THE TRUE RE-CORD”，并在下方配上

一行“ILLUSTRATEDMAGAZINE”(画报)的小字加以说明，对画报中出现的图片均出现了中、英文对照说明。 

这一举措既适应了上海当时华洋混杂、五方杂聚的都市文化需求，又配合了海外发行，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从而拓展了

该画报的读者群体;在向世界宣传办报人思想理念的同时，传播了中国文化艺术，彰显其全球化战略的办报理念，体现了现代杂

志编辑思维方式。共和政治需要民众的监督，媒体舆论无疑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手段，而且在上海、广东两地发行，读者群遍及

全国，乃至南洋、檀香山等地，辐射面非普通地方画报可比拟。《真相画报》的撰稿人多为早年参加过革命的元老级人物，以高

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首的一批粤籍进步艺术家兼美术报人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上海近现代历史的舞台。凭借他们对社会敏

锐的洞察力、深厚的艺术功力及独特的政治艺术见解，通过美术画报这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国际化为目的而配上的中英

对照图片文字解说，吸引了众多读者竞相购买，以期真正实现办报人的政治理想、主张的喉舌作用。虽然当时上海的识字率在

全国名列前茅，但考虑到该画报的受众面，丰富的图像内容的确可以带给人更直观的视觉冲击。同时，通过这个媒体窗口可以

“调查民生状态”。它的出版，客观上满足了都市革命文艺现实的需要，不仅是近现代上海宣传新美术的重要阵地之一，而且也

是都市文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成为革命文艺先声。 

《真相画报》赋予上海这座新生大都市以全新的艺术视野，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式微中，坚持将目光转向国际艺术界以寻找

新的生机。与此同时，将上海这座都市的文化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振聋发聩:紧扣时代的文化图像 

《真相画报》最值得称道的是它顺应社会进步及时代发展的潮流，紧扣城市时代脉搏。该画报“每十日出一册，每册万余

言，图画丰富，材料优美，为美术界不可多得之作”。创刊号《本报图画之特色》一文则说明了该画报图画的七大类型:历史画、

美术画、地势写真画、滑稽画、时事写真画、名胜写真画和时事画。该画报以大量的图片与文字报道城市大众美术，涉及诗歌、

小说、美术评论、美术历史、中国画、油画、雕塑、建筑、绘画技法、时事漫画、陶瓷、服装等艺术范畴，既立足国内又把目

光射向欧美。通过结合新闻摄影图片、漫画与短评，抨击当时社会百相，形象地反映出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时代变革。 

(一)聚焦国内外热点新闻 

时事写真画在《真相画报》中占据大量篇幅，通过摄影技术这一源自西洋的科技发明，真实地再现国内外要闻时事，为后

世留下大量珍贵摄影资料，被《良友画报》第 13—79 期总编梁得所(1905—1938)誉为“中国摄刊照片的图画杂志之开元”。
［6］

1912

年 6 月至 1913 年 3 月间出版的 17 期画报中，共刊登摄影作品近两百幅。在创刊号中，刊登图片三十余幅，其中包括《武汉三

镇全势一览》6 帧俯瞰武昌、汉口、汉阳、扬子江组合而成的全景长卷，由真相画报摄影家民恭作题辞，黑白照相版印刷，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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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力。同时，该刊刊登了《孙总统解任出府之景况》、《南京临时总统府人员之一斑》、社会各界追悼、祭奠广州黄花岗 72 烈

士之墓等时事照片，同时配以革命党人的英勇事迹。画报在 1912 年 9 月 11 日《真相画报》第 10 期，以整整 18 个版面报道了

中华大地共庆国庆日，盛况空前。 

这些摄影作品多出自民国成立后，在孙中山关怀下组建起来的摄影报道队伍———中华写真队(中华战地写真队)，队员曾

随孙中山活动，随时拍摄照片进行报道。经常深入军队摄取战争进展情况，所摄照片主要提供《真相画报》刊用，扮演着《真

相画报》摄影采访机构的角色。画报刊登的《孙总统解任出府之景况》、《南京临时总统府人物之一斑》(第 1 期 1912．6．5)、

《南京陆军野外演习》(第 2 期 1912．6．21)、《南京战后之街市》(第 4 期 1912．7．11)、《中华民国海军舰队》(第 8 期 1912．8．．21)

等一批时事摄影作品均出自该队队员之手。画刊的创办还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军政府的资助，其革命性可见一斑。虽然之后由于

局势的变化写真队随之流产，《真相画报》版权页上“中华写真队事务所”的字样变更为真相画报粤局。但是，《真相画报》通

过中国第一支新闻摄影报道专业队伍用相机记录的历史，向民众传播了最新时事新闻照片。 

第 13、14 期连续用 4版篇幅以《西藏风俗》为名刊登了中国神圣领土西藏的新闻照片。报道西藏的风土人情与当时的时代

背景不无关系，辛亥革命后，西藏曾有试图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倾向。然而，中国政府早在 1912 年底便就西藏问题向国际社会表

达了自己的立场。
2
可见，《真相画报》中针对《西藏风俗》的写真报道极具针对性。该报以迅捷的速度对国内时事进行报道，从

而让大众及时了解真相。 

《真相画报》对于具有时效性的国际新闻同样投以满腔的热诚。当 1912 至 1913 年，许多国家在巴尔干半岛为争夺土耳其

发生了两次战争，《真相画报》又以快捷的速度，采用新闻纪实的摄影图片，在第 12、13、14 期连续报道了发生在巴尔干半岛

的这场战争。1913 年 2 月 21 日第 16 期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莅任记 1－3》配发大量纪实性图片及文字，其生动的描述让

城市大众即刻体验到城市新闻的快捷传送。 

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真相画报》，不同于辛亥革命之前的画报。较之中国近代最早的石印时事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

《真相画报》在编辑思路上有了划时代的飞跃。《点石斋画报》的读者群注定了它的内容必须吸引眼球。1884 年 5 月 8 日，《点

石斋画报》作为《申报》副刊发行时，《画报出售》一文揭示了该报“选择新闻中可惊可喜之事，绘成图并附事略”的编辑意图。

虽然这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时事画报亦涉及国内新闻、反映军事等画面，但主要是以世俗社会的市民生活为主打新闻。相比之

下，《真相画报》肩负着创办者洞察政府“真相”，艺术参政的理想，更多的是以犀利的文(画)笔揭露时弊，以客观真实、形象

生动的形式报道国内外要闻，观点鲜明。同时它运用当时先进的摄影技术生动、真实地传达了时事动态，报道国内外热点新闻，

较之以往根据画家想象绘制的时事画报表达更为快捷、更贴近现实，在上海的众多传媒中独领风骚、为都市文艺开拓了崭新的

视野。 

(二)再现都市文化百态 

作为《真相画报》一大特色的“时事画”:“以文字感人其势逆，以图画感人其势顺。近日报纸誊载，关于民国前途，社会

前途，几更仆难数。本报惧文字之力，有时而穷，特罗致名手，以最奇妙之思想，绘最重要之现状，一触眼帘，荡入脑海，社

会心理，悠然而生。”(第 1 期 1912．6．5)可见，图文并茂的表现方式通过图画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感人特点弥补了文字在表

现力、传达思想上的不足之处，可谓优势互补，其艺术作用尤为显著。时事漫画这一兼具讽刺意味与漫画性质的艺术样式，满

足了社会大众内心深处对真相的渴望，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斗争与民族命运相连的景象。 

时事漫画是画家借助夸张、质朴、夺人眼球的艺术手段，图、文结合的形式，以带有讽刺性的手法描绘社会现象、人间冷

暖，成为艺术家向世人成功展现自己对现世看法的一种方式。《真相画报》发表的时事漫画，每个主题中加上了寥寥数语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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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鲜明，一语双关。如马星驰的漫画《上海真相》、《民国借债之痛史》、《国民之真相》(第 1期 1912．6．5)、《人心与世界之

关系》(第 2 期 1912．6．21)、《中国不振之由来》(第 3 期 1912．7．1)、《社会寄生虫之种种》(第 16 期 1913．2．21)等作品

生动、活泼、幽默地刻画了时事。而留沪粤籍漫画家郑苌(1845—1918)以笔名“磊公”发表的漫画《守财奴之真相》1912．7．21)、

《恶果寓言》(第 17 期 1913．3．1)，以“戆公”为笔名发表的《社会状态之种种》(第 12 期 1913．3．8)、《不倒翁》以及署

名“风雷”的《打软不打硬》(第 14 期 1913．2．1)、诛心
3
的漫画《今之政党》(第 5 期 1912．7．21)等作品更是形象生动，一

针见血，淋漓尽致。时事漫画的作者们以犀利画笔生动且幽默地刻画了民国初期都市社会百态，使人阅后捧腹大笑，同时思考

诸现象的发生原因。其中，有些漫画有署名并配以简短的文字说明，有些则没有作者署名亦无短评。即便有署名，亦多为笔名，

诸如何剑士、郑戆公、马星驰等该画报漫画创作的主笔，笔名多达十数种。分析其中原因，笔者以为可以从几方面考虑:其一，

当时的报刊杂志种类繁多，编者往往仅数名。资料显示，《真相画报》时事漫画撰稿人何、郑、马三位，其中马星驰在画报中途

即退出，使用各种笔名可以显示该报队伍阵容强大;其二是出于安全考虑，《真相画报》的内容因触及黑暗政治与社会而锋芒毕

露，在当时恶劣的大环境中，作为画报编辑者时刻有被捕的危险，性命攸关，［7］这也是为何 20 世纪前期众多锋芒毕露的画家

文人惯用笔名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些阻挡不了粤籍画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提高大众审美情趣的热情，也充分表达了他们艺术报国的决心。 

《真相画报》以时事漫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以及清末民初内政的黑暗腐朽和对外屈辱妥协的丑态，以唤醒民

众，同时反映市民大众苦难生活。时事漫画兴起的文化特质与鲁迅的审美观点相一致，体现了《真相画报》创办者以艺术改造

社会、宣扬民主的理想。 

此外，《真相画报》刊登的历史画从历史角度，以传统书法配精美图片，再现带有社会教育意义的历史典故，宣扬爱国精神。

诸如《留守府捐薪助国》(第 1期 1912．6．5，何元麦作)、《楚子文毁家纾国难》(第 2 期 1912．6．21)②中提及“国即是家，

国之不存，家于何有”，将古人的爱国壮举用通俗的文字、绘画形式教育民众。美术画则以“二高一陈”的新国画作品为主，展

示他们新派绘画。由于“写真”一词原自中国画技法，近代的使用则源自日文，在日语中意为摄影照片。《真相画报》所刊载的

地势写生画与名胜写真画，选取的地点多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新闻有关。第 11 期刊登的该报美术室藏《各国比较画(附美术史)》、

第 12、13 期连载的《美感史略论》第 14 期刊载的《世界美术》、《世界大观》等图片，使国人了解艺术大世界，提高艺术修养。

这使上海的都市文化艺术不仅具有地方特色更具有世界的眼光，从而把大众美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为一份摄影画报，一份时政的漫画刊物，《真相画报》为研究民国初期的摄影与时事漫画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同

时它真实地记录了都市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三、中西融合:都市新派艺术的窗口 

20 世纪初期，西学东渐风气日渐高涨，来自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的美术理论引起国人高度注意。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文历

史的独特性使上海继近代革命发源地广东之后，成为 20 世纪前期中国美术活动异常活跃的大都市。《真相画报》的创办者们不

仅是报人，更是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生涯在动荡、变革的时代中展开，通过《真相画报》拉开了新美术运动的序幕。 

(一)“折衷中外”、探索都市新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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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派”对于现今的人们并不陌生，但这仅仅是后人对于这一派画家的称呼。李伟铭在 1990 年发表于《岭南画派研究

(第 2 辑)》的《从折衷派到岭南画派》一文中认为“岭南画派”的名称至迟 1948 年已经开始流行。现存 20 世纪早期的文献记

录中，并没有出现这个专有名词。当时的画坛，更多地将这批画家归为“折衷派”、“新派”、“新画派”等等。 

新国画兼具中西绘画的特性，写实地表现中国画中蕴含的精神气韵。究其实质，该派艺术是将外来技法融入传统中国画创

作之中，融合中西。李公明认为中西折衷和改造传统是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主导的新画派主要任务。［8］ 

正是在《真相画报》，高剑父首次提出以折衷中外、创造新国画的“折衷”艺术主张。青年时期的游学日本经历，促使他在

办报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画的革新问题。在第 11 期中，高奇峰的《麻雀图》标明为“折衷派”，稍后又称之为“新派”或“新国

画派”。这种用日本画法来画中国画的作画方式，目的是使国画的画面色彩更丰富、构图更饱满、明暗关系及空间效果更好，一

改传统中国画重笔墨骨法的技法，写实的形象融合中西，雅俗共赏。这一艺术主张的提出，含博览众长之意，具有一定前瞻性，

在当时的城市画坛显得分外新颖。 

高奇峰作为《真相画报》的发行人，在推广新派艺术中不遗余力地介绍古今中外的绘画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使曾在士大夫

文人间流行的高雅艺术逐步走下圣坛，融入都市文化之中。在该画报发行的 10 个月共计 17 期内，高氏兄弟收录了极为丰富的

艺术、文化资讯。在第 11、13、14 期的《铅笔画范本》中，高剑父阐述了在观摩日本艺术后对西方艺术的感想。第 16、17 期

他连续发表了《论瓷》、《论古瓷原始于陶器》，这与他对瓷器的爱好不无关系。1912 年冬高剑父曾赴江西景德镇开办中华瓷业公

司，后因故未能继续，这两篇文章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剑父对于中国瓷器艺术的热衷。高剑父 1913 年还第一次把当时最新武

器飞机、坦克作为中国画的描绘对象，这种与时俱进的创新，使新国画耳目一新。《真相画报》除了大量的摄影、绘画图片外，

还有论说、时评、中国古今名画选等栏目，以及《新画法》、《中国美术志》等理论文章的连载。 

《真相画报》的创办者们身为第一批同盟会会员，认同革命的思潮，响应时代召唤，辛亥革命后淡出政治舞台，选择上海

开辟新的宣传阵地。通过《真相画报》传播、实现革新中国画之理想的举措。他们尝试将西方画法中的光影、质感、构图、透

视等艺术效果融入中国画创作实践中，力图摆脱传统国画的写意特点，通过引进外国艺术理论，使东西方艺术观念产生文化上

的碰撞，从而引发国人对新艺术的思考，催生新的艺术，创造一种全新的中国画，拓展都市艺术新领域。他们为新派画摇旗呐

喊、大造声势，为中国画领域进行的一场革命作了前期的舆论准备，为“岭南画派”的诞生做了宣传。 

(二)提升国之文化内涵 

1912 年至 1913 年期间，《真相画报》连载 15 期刊登《新画法》一文。根据李伟铭《笔墨因缘:陈树人与日本美术的关系补，

［9］《新画法》所根据的文原著为日文版《绘画独习书》。［10］ 

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保存的该书原稿可知，该书是一本为普及西洋绘画而出版的图书。日本编者在序言中提及西洋画

正逐渐日本化，日本画已经被视为古董，日本今后的绘画只有在洋画的研究中确定其位置。自序部分，《绘画独习书》的编者表

达了期望该书成为有志于绘画人士的忠实指导者的意愿，故而首先让读者了解绘画的大意，进而以从水彩画、木炭画到油画这

一循序方式推进研究步伐，便可融会贯通大致的绘画方法。 

讲授方法则结合了编者多年的绘画训练经验以及欧洲最新教授方法进行讲解。可见《绘画独习书》是一本日本官方编写的

西洋绘画入门图书。 

陈树人的《新画法》与原著有何关联，既然是介绍西洋绘画，为何选择一本日文书籍来翻译，必有其一定道理。陈真魂认

为陈树人《新画法》中所指的“译述”可以理解为“亦译亦述”。［11］李伟铭在《笔墨因缘:陈树人与日本美术的关系补正》中

认为陈氏有选择地“译述”的第一编和第二编是原著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新画法》编译成分大于译述。日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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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独习书》分绘画大意、水彩画描法、木炭画描法、油画描法、名家讲话五大篇章进行论述。而陈树人的《新画法》仅选

取了原著中的两部分。虽然对于原著第一、二编的内容、章节题名基本上采用了直译的方式，但在某些章节上存在一定略译及

增译。 

同时，由于《新画法》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美术画报《真相画报》上刊载，考虑该画报受众面的接受程度，采

用连载的形式亦是迎合当时大部分民众的阅读方式，从而使之易于接受。顾及广大读者的理解能力以及希望达到的效果，陈树

人对原著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删减或增加。现存的陈氏《新画法》中去除了日文原著中“旁业者(其他专业者)与绘画”、“水彩画

的流行”等章节，添加了诸如“吴道子”、“王维”等中国人熟知的传统绘画大师的名字。这些改变，都是经过陈树人编辑、翻

译而成，他在这篇作品中追求“信、达、雅”翻译准则的同时，亦融入了自身的独立思考。 

《真相画报》在刊登艺术类文章的同时，一贯强调创办者“艺术关系国魂”的艺术观点。艺术家应以高尚人格去创作艺术

形象从而感染观众，所以作为一名艺术家必须具备时代的紧迫感与社会责任感。他曾表示:中国画至今日，真不可不革命。改进

之任，子为其奇，我为其正。艺术关系国魂，推陈出新，视政治革命尤急，予将以此为终生责任矣!［12］ 

从而体现了陈树人革命的艺术观点。在第 6 期连载中，摆出“绘画史上，崭然露头角者，奴隶的写实家，无一人也”的事

实，大加赞扬了富有“独立不羁精神”、“蔑视古法”的艺术家，充分肯定了勇于改革传统观念的外国画家，并认为唯有这样才

能引领艺术之新流派。 

在 1913 年 3 月 1 日《真相画报》第 17 期最后一篇《新画法》连载中，陈氏点明了竭力宣传新美术的用意所在:西哲曰:欲

觇一国文化，先觇其美术。今也我国徒具共和美名，文物典章，扫地以尽。有为之士，非殉利名，则死权势，稍尚者，亦唯倾

注于物质的事业，几曾见于形而上之文艺美术一顾及哉。是则可唏也已。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了《真相画报》对于连载《新画法》所寄予的感想与希冀。当时中国画由于西洋绘画的冲击，受到与日

本传统绘画类似的冷遇。陈氏抓住两者的共同点，选取了日文版的《绘画独习书》进行有选择性的编译，引用西方哲学家的观

点，认为一个国家的美术显示了该国的文化。为了使中国民众了解西方绘画，宣传新美术以提高中国人的“审美思想”，通过推

广普及绘画之法，拓展民众全新的审美意识，从而达到提升 

中国文化内涵的目标。 

作为中国早期介绍西洋美术史及绘画(水彩画)技法的简易教材之一，使民众对世界绘画史、水彩画技法有了大致的了解，

叙述宛如一部世界绘画简史。对从事现代美术创作与艺术教育以及当时的美术界有着重要的作用。文中所提出的创新观念与开

创上海都市艺术新风气一脉相承。《新画法》中将绘画定义为:目所感觉之自然，是山之形，水之色，何莫非自然也。模仿者，

人类之大天性，故于己眼所感觉之自然，摹之拟之，而写于适宜平面上，此即绘画矣。同时，该文阐述了绘画有别于摄影技术

之处在于“人格、感兴、技术、诚实”四者缺一不可，这个艺术观点的提出不仅是区别绘画与摄影，也是对都市艺术从业者的

要求。倘若画者没有崇高的人格，对艺术没有感觉、热情，亦无绘画技巧，加之缺乏诚实的创作态度，那么就不可能成为真正

的艺术家，都市文化人。 

《真相画报》通过对古今中外美术的评论、对比，表达了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革新的理念，同时也让寻常百姓在感受外国

美术之时，了解中外美术的新思想。进而使民众在了解新派艺术，提高审美情趣的同时，本身的文化修养得以升华，从而达到

提升国之文化内涵的目的。与此同时，也为新派文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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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份民国元年创立的画报，《真相画报》在当时聚集众多华人的南洋、檀香山地区设立外国分售处，添加英文报名以及

文字说明等举措显示了这份画报创办者高瞻远瞩的国际化战略眼光。这一办报理念为之后的报刊杂志所效仿，在 20 世纪 20 年

代读者遍及全球华人聚居地的上海《良友》画报创办过程中，画报的国际化理念得以发展与充实。 

《真相画报》所发表的图片、文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均较全面地反映了艺术与都市精神、文化的融合，其内容作

为文化文本业已成为那个时代人们艺术生活的生动而真实的记录，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情态。在揭露、抨击社会黑暗弊

端的同时，将民国创立之初推出的新政、新事物传达于民众，将中国的共和理念推向世界。在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城市大众美术

中，力图以大众传媒的艺术形式来提高民众素质，开创民国初期新美术运动的先河。画报所设想的通过探索都市新美术，倡导

中西融合以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举措，从某种角度而言，为五四运动时期倡导“美育”思想做了铺垫。在辛亥革命与五四

运动之间的城市文艺领域，架起了一道绚烂的彩虹。 

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及多种其他原因，导致《真相画报》的艺术生命仅持续了短短 17 期即告终刊。然而，这份画报从

文章的内容到图片的编排，均蕴含着特定的时代性、都市性及民族性，体现了中国辛亥革命后第一份综合类美术期刊的价值标

准与社会责任感。综上所述，《真相画报》无疑是 20 世纪初上海都市文化舆论与艺术界的一面旗帜，是构建现代都市文化艺术

的勇敢先行者、无畏的开拓者。《真相画报》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独特的艺术形式与传播方式，更在于它的诞生轨迹与当时

堪称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文化、艺术发展相得益彰。辛亥革命后现代新闻出版起步之际，《真相画报》登上历史舞台，是艺术

家自觉地与共和理念相结合，参与新政的结果，选择上海为舞台使他们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展示其过人的艺术才华。回顾历

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将来。与文艺批评精神缺失的当下相比，一群艺术家早在 1910 年代便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关注都市

文化，普及新派艺术以达到提升都市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内涵的目的，通过《真相画报》站到了民族复兴的最前沿。在此，这

份画报作为早期都市文艺的先锋性可见一斑。21 世纪的今天，这一难能可贵的精神对于如何构建新世纪上海都市海派文艺的引

领作用同样有着多重意义，值得我们从更深层面去思考、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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