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陳蓓（Pedith Pui Chan）於 2017年所

撰寫以社會學角度談論上海民國時期國畫的

專著，提供了藝術史研究跨領域的嘗試，
2
主

要探討清末民初上海創作者群體的社會活動，

以及藝術品作為商品買賣的銷售模式。藉由

探究藝術社團、報章雜誌、藝術展覽會等文

字紀錄及照片資料，討論「國畫」在民國時

期上海的建構過程。自其分析，可以發現過

去研究者在傳記體的敘事脈絡下，對藝術家

創作背景的認識侷限。

　　本文便嘗試結合社會學在史料收集與社

群活動的分析方法，考察吳昌碩之於清末民

初上海藝術社群的活動概況，其中筆者以當

時流行的報章刊物《申報》為資料收集的主

要素材，試圖還原吳昌碩藝術活動的社交情

況。

　　分析上海《申報》1872年創報至 1927年

吳昌碩過世，於本報所載「吳昌碩」一詞來

進行檢索，筆者統計成表一。
3
從上表可以發

現，吳昌碩在上海《申報》中的出現次數，

主要於 1912至 1913年吳昌碩遷居上海後才

開始逐漸上升，我們從 Roberta Wue所撰寫談

論十九世紀末上海藝術家、圖像與觀眾的文

章可以知道，
4
當時上海的藝術家常利用於報

章媒體上刊載詩文、潤例、藝術社團活動等

相關資訊，來建立個人在藝術市場上的知名

度，而從表中的情況來看，筆者認為吳昌碩

可能也使用過相同的操作模式，這可從「吳

昌碩」一詞在 1914年後，廣泛出現於《申報》

中的現象來判斷。

　　仔細分析吳昌碩在上海時期運用報章媒

體與社團活動來提升個人聲望，筆者認為可

整理成幾點要素來進行更深入的討論，依序

為：個人潤利、推薦新興藝術家、社團活動、

國際展覽會。

潤利的倍增

　　清末民初隨著上海中產階級的崛起，進

而帶動了藝術商品化的交易形式有了別於傳

統藝術家避諱販售作品的觀念，甚至時常可

吳昌碩上海時期藝術活動研究
─以《申報》為主的考察
▍雷皓天

歷來學者們進行吳昌碩（1844-1927）創作生涯研究時，除了利用個人詩作與作品等材料來

理解藝術家的創作，近期也有藝術史學者以當時的報章媒體或藝術贊助者的角度，來進一

步探究藝術活動與時空場域的關係。

本文試圖運用《申報》進行考察，分析吳昌碩在上海時期（1912-1927）的社交狀況與自我

行銷方式，1從其潤利的倍增、推薦藝術家、參與社團活動、中日繪畫展覽會幾個面向，來

對吳昌碩的創作活動進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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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藝術家本人於報章雜誌刊登個人「潤例」，

即為其作品在相對尺幅下的販賣標準，進而

讓當時消費者在購買作品時有所依據。

　　吳昌碩在 1912年遷居上海後，也曾使用

各種媒體形式來公布潤例價格，由王中秀等人

所進行的考察就曾整理出三條吳昌碩潤例的

記載。（表二）該書所記錄的三條潤例主要出

現於書畫社團所發行的期刊，如上海振青社與

上海書畫會所發行的《神州吉光集》，而並非

只是以個人名義向報章雜誌投書。在上段談到

陳蓓的研究就曾提及，藝術社團會透過與知名

藝術家的合作來增強社團本身的社會知名度，

而藝術社團同時也在當時被賦予扶植新人畫

家或移居上海的外地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吳

昌碩於七十多歲時雖已頗負聲望，但我們從表

一、表二的統計中可以發現，隨著吳昌碩在申

報中被提及次數的逐年增長，或許能反映其個

人知名度有逐年上升的狀況，而這實際上是藉

由加入各大藝術社團，來提供吳昌碩更快速且

能更廣泛的被上海民眾認識的機會。

　　我們再從表二、三的狀況來觀察，吳昌

碩各尺幅的作品售價明顯有逐年增高的趨勢，

也可發現吳昌碩在七十七歲時開始有屏條與

篆刻的潤例出現。筆者認為，除了考慮吳昌

碩個人於藝術造詣上的逐年精進外，作品售

價增高與販售項目有所拓展的情況，應與其

在上海成功建立個人聲望有著直接的關聯性。

佐以前述吳昌碩於上海《申報》的出現頻率

逐年增高的數據來看，可以發現逐年增高的

作品售價與在《申報》中的出現次數彼此有

倍增的正向成長關係，這可能可以更深入的

說明，潤例的售價除了受作品本身的表現影

響外，藝壇聲望的建立進而也能帶動作品潤

例有逐年增長的趨勢。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吳昌碩繪畫風格的巔

峰時期，應為八十歲至八十四歲過世前的作

表一　「吳昌碩」一詞出現在申報的次數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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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昌碩」一詞以每年為單位出現在申報的次數

（至 1927年 11月 29日過世）

資料來源：《愛如生・中國近代報刊庫─申報 1872∼ 1949》，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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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刊載於報章雜誌的吳昌碩潤例　　　　　    　　　　        作者整理

品項 71歲潤例 73歲潤例 77歲潤例

堂匾 念兩（廿兩） 念兩（廿兩） 三十兩

齋匾 捌兩 拾貳兩 念兩（廿兩）

楹聯（四尺） 肆兩 五兩 八兩

楹聯（五尺） 伍兩 六兩 十兩

楹聯（六尺） 捌兩 拾兩 十四兩

橫直整張（四尺） 捌兩 拾貳兩 十八兩

橫直整張（六尺） 拾貳兩 念兩（廿兩） 三十兩

橫直整張（六尺） 拾陸兩 參拾貳兩 四十兩

條幅
視整張減半
（琴條肆兩）

視整張減半
（琴條五兩）

冊葉紈摺扇

每件貳兩
壹尺為度
寬則遞加

山水視花卉例加兩倍
題詩題跋每件捌兩

每件四兩
一尺為度
寬則遞加

山水視花卉例加參倍
題跋每件拾貳兩
金箋加半

屏條（三尺） 八兩

屏條（四尺） 十三兩

屏條（五尺） 十六兩

屏條
山水視花卉例加三倍

點景加半
金箋加半

磨墨費 貳錢 貳錢 四錢

刻印 每字四兩

題詩跛 每件三十兩

資料來源：王中秀、茅子良、陳輝編著，《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頁 90、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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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細查當時上海相關的報章雜誌，筆者

發現目前較缺乏相關資料與研究，似乎較難

直接推斷吳昌碩晚年作品的潤例價格。但如

查看由王中秀等人整理另一條在 1924年，即

吳昌碩八十一歲時的資料則提到：

某得畫歸國，特設展覽會於東京，一

時風雅紳商聯袂蒞止，競爭出價，售

畫僅二十三件，其值已超過成本一倍

以上。某存餘畫，閉會後亦陸續出讓，

獲利甚豐云。海內 家欲委本會代求老

人書畫者，望先開示尺寸，請其自訂

價格，如蒙許可，然後按潤收件，因

老人年逾八旬，精神雖健，不肯多為

酬應，舊例不足為憑也。

從本條例的紀錄可以得知，吳昌碩作品的販

售對象並不僅止於上海藝術市場的買賣，諸

多日籍人士對吳昌碩的作品也有著強烈的喜

愛，對吳昌碩藝術作品也有著一定的需求量。

　　對於吳昌碩作品在日本風行的相關研究，

阮圓在討論吳昌碩的日本交遊圈時曾作過仔

細的介紹，
5
吳昌碩作品除有如王一亭（1867-

1938）、河井荃廬（1871-1945）、田中敬太

郎（1880-1951）等涵蓋當時中日文藝界、政

界、商界的名人推薦與介紹外，阮圓更提出，

當時日本知名書畫家富岡鐵齋（1837-1924）

對吳昌碩的推崇，以及二者作品風格與的相

似性，可以想見其作品當時在日人眼中的藝

術價值。

表三　吳昌碩潤例逐年增長狀況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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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中秀、茅子良、陳輝編著，《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頁 90、9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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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對吳昌碩作品接受程度的相關研究，

似乎較好理解上段文獻，以及日人對吳昌碩

作品的開價遠比上海報章雜誌所刊登的潤例

高出一倍以上的現象。而從文獻末段的「舊

例不足為憑也」也可以見出，雖然吳昌碩在

遷居上海前已有日人關注其作品，但如就上

海聲望的建立，到日人對其作品的推崇，吳

昌碩作品售價很可能是受到日本方的影響，

導致潤例價格的大幅提升，可以想見到了

八十歲後的作品售價，早已不能使用四年前

的標準。而這在當時上海作品潤例增長狀況

中，吳昌碩潤例的增長實屬極為罕見的個案。

推薦藝術家

　　在吳昌碩成功於上海建立知名度之際，常

可見吳昌碩弟子亦或新興藝術家請吳昌碩為其

訂定潤格與推薦，此類情況常可見於各式報章

媒體登載，筆者依據《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

表四　報章雜誌刊載藝術家請託吳昌碩推薦統計　　　    　 作者整理

人名 次數 人名 次數 人名 次數 人名 次數

童書業 1 胡伯翔 1 吳湖帆 1 齊白石 1

樊少雲 1 許太史 1 田寄華 1 顧公覺 1

樓卓立 1 卞公弢 1 許徵白 1 王一亭 1

朱績辰 1 吳彥臣 1 徐澤三 1 葉少巖 1

王香巖 1 王季眉 1 蕭蛻公 1 楊秋農 1

汪君碩 1 孔及之 1 夏自怡 1 譚少雲 1

湖埭散人 1 鄭曼青 1 馬企周 1 龍宗蔭 1

杜祖培 1 袁勵寅 1 湖毓臺 1 葉相 1

季守正 1 王雪槎 1 項平甫 1 王西神 1

滕白也 1 杜滋園 1 王个簃 1 畢勛閣 1

吳邁秀 1 江良筠 1 宗履谷 1 惺弇 1

志園和尚 1 李唐 1 朱其石 1 劉騫 1

靈蘇老人 1 黃漁仙 1 楊壬林 1 陳散原 1

吳了村 1 夏棣盫 1 丁澗琴 1 大休和尚 1

張小樓 1 許簳岑 1 王幼棠 1 陳日初 1

馬孟容 1 況小宋 1 福廣 1 吳心澄 1

查浣塵 1 吳澗秋 2 唐子湘 2 趙安之 2

鄭午昌 2 丁墨農 2 潘蘭史 2

資料來源：王中秀、茅子良、陳輝編著，《近現代金石書畫家潤例》，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4，頁 8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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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錄條例來進行統整，製作表格。（表四）

　　根據上表統計七十一人之資料可以發

現，不論是吳昌碩親授弟子如王个簃（1897-

1988）、王一亭等人，亦或是當時藝壇的新

興藝術家，請託吳昌碩推薦基本只有於一至

二次。筆者根據《申報》所刊載藝術家潤例

條目來判斷，除了藝術家個人有潤例增長的

情況除外，主要潤例的訂定較不會於短時間

內有所改變，而報紙所刊登之潤例基本上是

重複且長期刊載的，幾乎不見上段所述吳昌

碩潤例倍數成長的現象。

　　筆者根據上表所刊載之年代再進行更進

一步的分析，並製表五。

表五　報章雜誌刊載每年藝術家請託吳昌

碩推薦次數統計　                           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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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中秀、茅子良、陳輝編著，《近現代金石書畫

家潤例》，頁 81-260。

　　筆者藉由表五所刊載年代來進行統計，

可以發現在吳昌碩於 1912年遷居上海前，請

託吳昌碩為其推薦的藝術家數量較少，一直

要到 1923年吳昌碩八十歲開始，推薦的藝術

家人數才有顯著的增長。普遍學者認為吳昌

碩創作成熟時期為八十歲前後，比對本表歷

年請託吳昌碩推薦人數，可以發現吳昌碩在

上海藝壇逐年提升的社會地位，或許也與其

在繪畫風格上的逐漸確立彼此間有所相關。

　　筆者根據上海《申報》所刊載請託吳昌

碩推薦的紀錄再來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並統

整出兩種型式的推薦模式：

一、由吳昌碩或眾多知名藝術家共同推薦

　　在《申報》的刊載紀錄中，有像吳湖帆

（1894-1968）於 1920年的推薦文是以吳昌

碩為首，並與李平書、王勝之等七位藝壇前

輩共同聯名推薦。
6
亦有如《神州吉光集》於

1922年刊出僅由吳昌碩一人署名推薦王一亭

潤例的狀況，
7
這種推薦模式相比之下是比較

普遍的。

　　通常新興藝術家會請託眾多藝壇知名人

物亦或是藝術社團的前輩來為其推薦。從報

章雜誌的考察可以發現，誠如王一亭、齊白

石等日後畫壇大師，都曾請吳昌碩或多位知

名藝術家共同推薦過，在社會學的角度下來

看，新興藝術家能藉由藝壇前輩在上海的聲

望，來達到更快速被大眾認識的目的。

二、由吳昌碩為其定例

　　上述的推薦情況主要是以吳昌碩或藝術

社團等人簽署推薦的形式來進行，而另外還

有一種常見的狀況是以前輩畫家為新興藝術

畫家訂定潤例的模式。如吳心澄（1868-1940）

1927年在《申報》的潤例與潘蘭史（1857-

1934）1927年在《申報》上的潤例，8
即由吳

昌碩直接代訂。

　　當時上海藝壇由前輩藝術家為新興藝術

家訂定作品販售的價格，對藝術市場而言，

對比藝術家群體的共同推薦，個人推薦除能

強調被推薦者專業畫家的身份用意外，
9
單一

知名藝術家的代訂模式，更能顯現出新興藝

術家與藝壇前輩的親密性或師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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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認為，吳昌碩並非單向性的提供個

人資源給新興藝術家，藉由協助年輕藝術家

也讓「吳昌碩」之名能有多次機會被刊載於

報章雜誌，無疑也為吳昌碩在藝壇聲望與社

會地位上帶來了有效的成長，進而也更能提

升社會大眾搶購其作品的可能性，彼此之間

的關係應該是雙向互利的。對於吳昌碩推薦

新興藝術家的社會行為，可視為其在建構上

海藝壇聲望的重要模式。

參與社團活動

　　學者們歷來在討論清末民初上海廣設藝

術社團的社會現象中，普遍認為是以「振興

中國書畫」或是提供藝術家們研討書畫技法

為其創社宗旨，如鄭逸梅（1895-1992）在上

海生活的回憶錄提到：

昌碩在上海時，覺得書畫家最好有一

個聚會談藝之處，因組織、成立了海

上題襟館金石書畫會。一時如王一亭、

狄平子、李平書、哈少甫、陸廉夫、

汪淵若等都參加了該會，汪淵若為正

會長，昌碩為副會長；汪逝世後，昌

碩乃任正會長。⋯⋯每晚來聚會的人

很多，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對客揮毫，

尤其王一亭更為健筆，以四尺宣紙作

畫，畫成再由昌碩為題，累累識語，

相得益彰。
10

　　如果只從口述資料與吳昌碩相關傳記的

紀錄來判斷，對當時書畫社團的成立目的往

往會因此而有了認知上的侷限，但如仔細審

視上海社會文化的活動情況，以及深入探究

報章雜誌廣告的刊載，可發現藝術社團活動

在振興意義下同時還有著販售社員繪畫作品

的實質目的。

　　鄭逸梅書中所提到的「海上題襟館」其

實於當時有著由組織社員發起，來籌辦會員

作品展的售畫模式。有別於以往由畫家個人

與購買者間私下買賣的販售狀況，當時上海

常以藝術社團之名舉辦知名書畫家個展或是

群體社員的書畫展覽會，提供有意購買者於

原作前挑選作品的機會。

　　在《申報》的廣告細目中，常可見以藝

術社團為名義所發起販售藝術作品的相關活

動，最尋常的像是 1917年 3月 28日海上題

襟館舉辦書畫展覽會的模式：

⋯⋯海上題襟書畫會。創設有年，久

為名人薈萃之處，辛亥以還，萍蹤星

散，頓失舊觀。今春，同人等重行提

倡，公舉吳昌碩為該會會長，哈少夫、

王一亭為會董適，吳待秋由京來滬，

留駐會中，日來各書畫名家，如何詩

孫、黃旭初⋯⋯諸君，常川到會，興

到揮毫，並由吳昌碩加以題句，懸掛

四壁，任人登樓展覽，不取分文，洵

雅集也。
11

雖然群眾觀展並不需另外收費，但招集多位

知名藝術家共同舉辦，並說明畫家會親臨現

場揮毫，必定會吸引民眾與有意購買者前來

觀展，這即提供了宣傳與廣告的效果。可以

理解為，展覽本質的目的其實是藉由凝聚會

員在藝壇的聲望，進而來提高會員販售作品

以及被更多消費者認識的機會。

　　另外，像吳昌碩加入的振青書畫會更嘗

試以出版印刷品的形式販售會員作品，如

1914年曾刊登的廣告：

本會會友數十餘人，悉係中國書畫界

之泰斗，人所共仰，今為提倡美術，

起見各將篋藏，生平傑作 刻成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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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冊，公諸同好，定月出一冊，每

期內容：山水、人物、走獸、花鳥、

西法、風景、士女等畫，正、草隸、

篆等書，無不完備，誠空前絕後之著

作，臨畫家之金鍼寶筏也。本會皆用

中國迹史，西法摹印，精妙逼 ，裝訂

尤為美麗，定價四角，預定全分四元，

外加郵費，出書無多，購者從速此佈。

第一期內容露佈

楊修敬　行書　熊聲遠　山水

吳昌碩　花揮
12
　張聿光　西法

高邕之　隸書　劉海粟　西法

胡卿　　走獸　丁悚　　西法

汪仲山　山水　六海　　西法

等八十餘頁名目繁多不及細載諸君願

諒為幸

這種將會員作品轉印成出版物的形式除了振

青書畫會以外，最有名應屬由吳昌碩等人所

創立的杭州「西泠印社」。翻閱《申報》廣

告版也時常能見到西泠印社在轉印歷代書家

碑帖之餘，也有翻印當時社員的印譜或是書

畫作品，藉由印刷品的出版模式，更能使中

小階級家庭欣賞藝術家的作品，能有效的提

供畫家藝壇名望的形塑。

　　而藝術社團除定期舉辦販售社員作品的

畫作展覽會外，也有舉辦公益性質的賑災義

賣會，將當期展覽所售得資金救助受天災影

響的災民抑或為孤兒院籌募基金。然而，藝

術社團所舉辦的賑災義賣會除能為弱勢群體

提供幫助外，無形之中也能為畫家與藝術社

團提升正面的社會聲望，不失為形塑當時藝

壇「以美術救國」的中心思想。

　　Roberta Wu曾針對當時藝術家籌措慈善

義賣會進行縝密的研究，從其研究中可以了

解，義賣會除具有公益性質的目的外，亦可

視為藝術作品行銷的商業策略。新人藝術家

能藉由登報募款的慈善廣告，來進行個人商

業目的的作品行銷，而藝壇大師更能藉由慈

善義賣來提升其作為文化名人的社會地位，

並建立體恤民風的社會關懷形象。13

　　像愛儷園書畫籌振會即與海上題襟書畫

會合作，以販售彩券抽名家書畫作品的模式來

達到慈善公益的目的，如其於 1918年的報導：

⋯⋯開會之後，售券非不踴躍，而開

銷一切，賸欵無多，經哈同、姬覺彌

兩君竭力籌捐，先後由濟生會分解，

各省數已逾萬，但各省仍函電紛來，

求振已窮，應付海上題襟館書畫會，

哈少夫爰約同吳昌碩、何詩孫、王一

亭諸君籌議，發售書畫券二千張，由

同人擔任彩件，務使券券有彩，彩彩

從豐，券價僅兩元，而贈品每超兩元

以上，其中如康南海、吳昌碩、何子

貞、鄭蘇戡、李梅庵、曾農髯、王一

亭⋯⋯諸君皆當代書畫家，傾其珍藏，

揮其墨寶，在平日有出重金求之不得

者，此次則可以極微之代價得之，茲

已定於夏曆三月十五日下午，在愛儷

園開彩，聞彩券已將售罄，癖嗜書畫

者，其從速往購之。
14

從各省供不應求，後又增加販售數量的狀況

來看，可以想見這種以慈善為名的售畫形式

在當時是非常受社會大眾喜愛的。而就藝術

家而言，參與慈善活動同時也能達到提升自

我社會形象的目的。審視《申報》刊載的新

聞條目可以發現，吳昌碩、王一亭等人在當

時便十分頻繁的參與賑災、救助孤兒院等等

活動的藝術慈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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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藝術社團除提供藝術家販賣作品與實

行協助弱勢族群的社會責任外，亦有扶植新

興畫家的藝術使命。藝術社團常請藝壇名家

擔任審查委員，來共同籌辦提供新興藝術家

發表作品的美術展覽。

　　其中「天馬會」即為積極從事美術展覽

的重要社團，天馬會曾在《申報》1919年 12

月時刊載展覽會審查評審的名單：

上海天馬會為提倡 藝術起見，於本月

二十日起二十五日止假，江蘇省教育

會舉行第一屆畫展覽會。已推定吳昌

碩、李平書、王一亭、費龍丁、華子

唯諸君為中國畫審查員，劉海粟、江

年、丁慕琴為西洋畫審查員⋯⋯
15

藉由吳昌碩、李平書、王一亭等藝壇前輩做

為作品審查委員，能運用名家的藝壇聲望，

來為藝術社團與新興畫家建立知名度。而吳

昌碩擔任審查委員一職不僅可為其拓展於藝

壇中的人際網絡，更能向大眾形塑其名家聲

望的社會形象。

中日繪畫展覽會

　　吳昌碩之於近現代藝術史的重要性，除

其在詩、書、畫、印四者具精的藝術成就外，

吳昌碩尤受日本人的喜愛亦是形塑其個人成

就的重要因素。而關於當時吳昌碩與日人的

互動狀況，《申報》中亦有相關訊息提供我

們參考。

　　在 1921年《申報》上曾刊出〈日人書畫

之癖〉一文：

日人好書畫，尤精鑒別，計其在我國

輦金搜羅，為數頗鉅，不但古書畫也，

今人如吳昌碩君等，一年之中，得其

餽遺實不在少⋯⋯
16

除了可見當時日人對吳昌碩的關注外，該篇

文章同時也能讓上海人民了解吳昌碩在「國

際上」的形象，成功為吳昌碩在上海畫壇中

奠定了「大師級」的特殊身分。

　　另外在《申報》1924年刊出〈參觀中日

繪畫展覽會記〉，則詳細的介紹吳昌碩作品

參與中日展覽時的狀況：

中日第三次繪畫展覽會。在本埠愛而

近路紗業公所舉行。陳列中日兩國名

畫家傑作。⋯⋯中國方面，如金拱北、

吳昌碩、王一亭、吳杏芬、程璋等之

作品約五百餘件。⋯⋯陳列之畫，以

吳派最多，昌碩個人之畫果不少，而

擬仿昌碩之筆致氣派者尤多，且題字

亦均逼近昌碩，從可知吳派之勢力矣。

昌碩之晝，以余之眼光觀之，以〈老

少年　紫藤〉、〈山水立軸〉二幅為

最有精彩。〈山水立軸〉係擬梅道人

筆法，淡淡數筆，精力極足，非他人

所能望其項背也。⋯⋯
17

本篇的紀錄者王濤在上海觀展後心得中，除

於中國畫家部分將吳昌碩置於第一位詳細介

紹的藝術家外，其中還特別提到「陳列之畫，

以吳派最多」，可以想見在中日合辦的畫展

中，以吳昌碩為首的風格在當時已蔚為流行。

而當時報中頗受關注的「紫藤」，或許可從

國立故宮博物館收藏，同為吳昌碩於 1924年

完成的〈藤花〉來了解當時備受推崇的風格

表現。（圖 1）

　　而中日繪畫展覽會的起源，實際上是由

日人石野哲弘所創辦的中日美術協會，在其

協調包含吳昌碩等中國畫家與日本財政、銀

行、新聞界與藝壇人士入會後，所發起的中

日藝術交流會，
18
目的在於兩國共同提倡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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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以及打開國際知名度的售

畫市場。
19
後來的第四回展更在

渡邊晨畝與荒木十畝的努力下，

取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預

算補助，可以說是日本政商界共

同協力促成的繪畫展覽會。

　　吳昌碩的作品在上述的第三

回展與赴日的第四回展展出的作

品最為豐富，第四回於東京府美

術館展出了七件作品，又於大阪

中之島中央公會堂展出兩件（圖

2），而這幾次的展覽或許直接的

提供日人對以吳昌碩為首的繪畫

風格的關注。現今日本有大量的

吳昌碩作品，除收藏於博物館機

構外，私人收藏家如橋本太乙、

青山杉雨等人都有為數頗豐的藏

品。像青山杉雨收藏的〈綠梅圖〉

（圖 3），即為第三回中日美展

同時期所完成的作品。而橋本太

乙從祖父橋本末吉（1902‐1991）

繼承的一批作品中，更不排除有

部分為桑名鉄城（1864–1938）當

時所收購的吳昌碩作品。

結語

　　從上述吳昌碩在上海時期潤

利的倍增、推薦藝術家，參社團

活動、中日繪畫展覽會四點項目

來看，自 1912年吳昌碩遷居上

海後，除其在藝術表現上有逐年

的精進外，可以發現吳昌碩在與

上海藝壇和民間社會的緊密接觸

下，間接的運用報章媒體的資源

吳
昌
碩
上
海
時
期
藝
術
活
動
研
究—

以
︽
申
報
︾
為
主
的
考
察

113

文
物
脈
絡

 圖1 1924　吳昌碩　藤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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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1926　吳昌碩　菊石　《第四回日華
画聯合展覽 葉書帖》　東京文化財
研究所藏　取自鶴田武良，〈日華（中
日） 画展覽について―近百年來中
国 画史研究七〉，《美術研究》，
383期，2004年8月，頁20。

 圖3 1924　吳昌碩　綠梅圖　青山杉雨藏　取自陳振濂編，
《日本藏吳昌碩金石書畫精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
2004，頁208。



來推銷與形塑自己在上海藝術界的聲望，並

達到讓社會大眾對其有更深入認識的目的。

　　筆者認為，吳昌碩能於當今近現代藝術

史有其重要位置，除於吳昌碩個人在詩、書、

畫、印四者兼備，且各有突破性的個人風格

表現外，應也與吳昌碩不受傳統文人不問世

俗與不以賣畫為生的限制，於清末民初，向

現代化轉變的上海藝壇中，運用社團、媒體、

人脈等方式，讓其作品能被更多人認識的行

銷模式有關。藉由深入探討吳昌碩遷居上海

後的社會活動，可以補足在傳記與回憶錄等

文獻紀錄上的敘事侷限，進而在作品風格分

析的討論之外，重新認識吳昌碩於歷史上的

特殊地位。

本文撰寫感謝蔡家丘教授多次指導，與審查人數次詳細的

審閱和建議，以及故宮編輯們的細心校對。

作者為國立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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