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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 Jun-zhou

一、前言

《時事畫報》1905年9月正式出版於廣州，它是廣東地區出版的

第一份石印畫報和辛亥革命初期南方地區出版的最有影響的圖文文

獻。出版期間，中國社會正處於封建專制統治向半殖民地國家轉型的

前夕，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失敗、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犯京、

辛丑條約簽訂、各省市的路況鐵礦爭權奪利等，使得原本就處於風雨

飄搖中的滿清政府猶如一個疾病纏身的待斃老人，社會各種矛盾異常

糾結和激烈。正是在畫報創刊的這一年，以孫中山（1866-1925）為

首的中國同盟會的一批革命黨人，形成了中國政治社會中最重要的一

股力量，他們以有別於君主立憲觀念為核心的康梁思想，提出了以推

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路線的政治綱領以及實踐活動，這一切開

始影響著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一批中國有識人士，正是在這種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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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型潮流裡，為喚醒這個被西方世界稱作為東方睡獅的過程中，在

「國族沉睡」的「漸醒」吶喊聲與實踐行動中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時事畫報》的圖像文獻也反映了時代進程中的這種變化和痕跡。

僅從刊物標注出版日期的小細節審視，它不同於同時代出版的絕大多

數報刊都以歷屆清朝皇帝名標注出版日期，而是採用了中國傳統的以

干支紀年，隱約地表達了自己的反清立場。該刊每十天出版一期。

圖一：1905年第1期《時事畫報》創刊號上刊登的〈畫報

茶會〉新聞畫，記載了畫報社召集2百餘人的茶話會，宣解

本刊創編的宗旨。

刊物的創編隊伍明顯強勝於同時代的同類畫報，力量雄厚。從刊

物提供的訊息源來說，其發起人為高卓廷（1879-1951）。刊物下設撰

述和美術兩個分部：撰述分部編輯由毅伯擔任，撰述員共達12名，

均以筆名撰文，他們是蘭夫、情俠、渾公、癡漢、溫文狂俠、陶陶、 

憤子、魔劍少年、嘎嘎、小配、歅子，這些筆名多少都帶有那個時

代的特殊印記，隱喻著他們憤慨滿清政局，希冀改變社會現實的迫

切願望。美術分部有名可查的就達28位，他們均以實名署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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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如春（潤芝，1852-1937）、何昺（劍士，1877-1917）、伍德彝（乙

莊，1864-1928）、潘達微（鐵蒼，1881-1929）、高麟（卓廷）、陳樹人 

（1884-1948）等。這批人幾乎囊括了這一時期活躍在廣東地區的一批

美術家。兩支隊伍中有的人本身就參加了晚清革命團體同盟會，其中

一些人在孫中山的授意下，開始籌辦《時事畫報》這份中國內地第一

份同盟會的圖像輿論喉舌。從刊物發表的實際圖文審視，這兩批人

並不像上述名單裡各司其職，圖文分界如此分明，許多人是圖文並

撰，尤其像高卓廷、潘達微、陳垣（1880-1971）、高劍文（生卒年不

詳）、何劍士、黃小配（1872-1913）、陳訒生（生卒年不詳）、鄭侶泉

（生卒年不詳）、陳樹人等更是刊物的中堅力量，他們發表了大量針對

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領域的政論文章、時諧圖畫和文學

作品。他們創辦此份刊物是十分良苦用心的。

據畫報出版期間所發表的重要史料匯總，從觀念史的角度審視，

畫報內容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其創繪者們的視野主要集中在國家

政治觀念、社會風俗觀念、美術觀念和女權觀念四大領域，兼及消費

文化和戲劇觀念領域。在創編者們的圖文筆下，其時的晚清社會已處

在「已同長夜，刮明鏡而難光，眾生半入鼾鄉，憾洪鐘而不響，沉沉

大陸遍是愁城，莽莽神州已無淨土」的國境現實中，他們懷抱著「激

發人群之宏願，厪提倡風化之熱誠」之決心，以「具林肯之苦衷，披

盧梭之巨制」為楷模，「檢事興懷，感時增概」，「用搖海獄之健筆，

快描變幻風雲；仿福洋喻吉之前模，熱望文明社會」
 1
之到來。他們不

只一次地強調，本畫報的出版宗旨是「以警國民眼簾，觸國民視線者

乎」，為「繕警醒圖為最初目的，以深入人心為最後希望，有照幸福

於社會者」。
2
在他們的意識中希望出版的本刊能超越同時代發行的畫

報。他們甚至隱約地批判清末風靡一時的上海《點石齋畫報》、《飛影

閣畫報》、《圖畫日報》等，只是「娛情悅性」的畫報：「曩者申江嘗

1 
訒生：〈時事畫報出世感言〉，《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25。

2 
隱廣：〈時事畫報緣起〉，《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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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畫報矣，然墮於風流而自賞惡習，與國家觀念絕無斯須之影響」，
 3

而本報「實為動國家之觀感」，實現其「警醒圖新」、「色相都超」、

「新想自高於上海（上海曾辦畫報）」
4
的初衷。刊物之所以取名「時事」

也與創編者們再三強調的「動國家之觀感」的理念密不可分。其時，

廣東各地正在掀起抗美拒約的愛國運動，而且正是「拒約風潮最劇烈

之時期，《拒約旬報》出版於七月下旬，馬潘夏三子（因參與該運動

而被捕入獄）被拿於八月初旬，本報出版乃在八月下旬，因此「本

報命報名曰時事，本義即為紀念八月之拒約之時事」。
5
一年後，在編

者的視野裡，「時事」中所包含的國家「觀念」已從創刊時的「俠義」

概念擴展至「廣義」概念，在時間空間上，所報導的圖文，在創編者

們的意識中不僅僅是反映時事的即時工具，而是希望它們能成為喚醒

震敲那些尚處在朦朧睡眠中民眾的一副「付諸國民之耳鼓也」。
6
該畫

報「仿東西洋各畫報規則辦法，考物及記事俱用圖畫」。
7
從觀念史的

角度審視概覽這份晚清畫報的全部圖文，大約可從下述的四大空間領

域體察創編者們「以開通群智、振發精神為宗旨」
8
的良苦用心。

二、國家政治觀念視野領域

這裡包括國家政治、外交、經濟等領域。在這批創編者的心目中

「國家觀念」包含著振興中國和光復漢族的政治理想，他們熱切盼望

的未來中國是「洗專制之黑暗，揚民族之光榮，凌歐加米（美），近

蹴東瀛（日本）」，是「賀我漢族，從此飛揚，厲乃精神，虎躍龍驤，

3 
隱廣：〈時事畫報緣起〉，頁30。

4 
隱庵：〈發刊辭〉，《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7。

5 
陶陶：〈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13。

6 
陶陶：〈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頁13。

7 
高卓廷：〈本報約章〉，《時事畫報》1905年創刊號，頁1。

8 
高卓廷：〈本報約章〉，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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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騁中原，競爭舞場」，國家「就此勃興」，
 9
進而出現一個民權發達、

民氣可用、民智大開的理想王國。正是在這種理念下，該刊針對晚清

民初之現實政治或社會重大事件發表了大量的主題鮮明的時事新聞圖

畫、漫畫作品與時論政評。

在時事新聞圖畫層面：出現了題名為〈熱心拒約〉、
 10
〈粵垣拒約現

狀〉、
 11
〈媚外賤種〉、

 12
〈追悼記事〉、

 13
〈學生愛國〉、

 14
〈國恥須知〉、

 15
〈偉

人不死〉、
 16
〈歡飲陳記者出獄紀盛〉、

 17
〈國恤志哀〉、

 18
〈社會大家〉、

 19
 

〈拒約人心未死〉、
 20
〈普天同悼〉、

 21
〈國恥警醒圖組畫〉、

 22
〈馬（達臣）

潘（信明）夏（重文）三烈士出獄紀念圖〉、
 23
〈熊成基不死〉、

 24
〈旗人

爭國會〉、
 25
〈立憲時代之預備如此〉、

 26
〈嗚呼海外僑民之生命〉、

 27
〈公

祭秋瑾〉、
 28
〈保皇黨變形之帝國憲政會〉、

 29
〈馮偉人紀念日記盛〉、

 30

9 
訒生：〈賀年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7。

10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21。

11 
《時事畫報》1905年第5期，頁22。

12 
《時事畫報》1906年第3期，頁9。

13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13。

14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15。

15 
《時事畫報》1906年第9期，頁9下。

16 
《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11。

17 
《時事畫報》1906年第35期，頁10。

18 
《時事畫報》1908年第28期，「全期為國恤專輯」，全輯共收錄有關該主題
的新聞圖畫共17幅，見頁1-17。

19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5。

20 
《時事畫報》1906年第19期，頁15。

21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3。

22 
《時事畫報》1906年第4期，頁9下。

23 
《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2。

24 
《時事畫報》1910年第3期，頁1。

25 
《時事畫報》1910年第2期，頁5。

26 
《時事畫報》1910年第3期，頁9。

27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4-9。

28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4。

29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24-26。

30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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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死〉、
 31
〈烈士踏海又見〉、

 32
〈番禺監獄之黑暗組畫〉

 33
等的時事

新聞圖畫。

圖二：1906年第9期頁3上刊登的〈國恥須知〉

圖三：1906年第4期頁9下刊登的〈國恥警醒圖〉

31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8。

32 
《時事畫報》1906年第32期，頁4。

33 
《時事畫報》1910年第4期，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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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時事新聞圖像不僅畫面生動真實，而且配以文字說明，歷數

該則新聞的社會或事件背景、發生的時間地點和過程結果，同時常常

撰寫幾十字的言簡意明、畫龍點睛之點評，來闡述編者的鮮明觀點和

立場。

在漫畫層面：出現了諸如〈黑暗世界〉、
 34
〈特別抵制會議〉、

 35
〈國

恥〉、
 36
〈拒約〉、

 37
〈發聾振聵〉、

 38
〈進化淘汰〉、

 39
〈報界現象〉、

 40
〈抵制條

約〉、
 41
〈國喪餘聞〉、

 42
〈粵漢鐵路〉、

 43
〈中國〉、

 44
〈大蠱惑〉、

 45
〈憲政〉、

 46

〈斬蛟圖〉、
 47
〈立憲先聲〉、

 48
〈民表〉、

 49
〈國喪大哀〉、

 50
〈愛國夢〉、

 51
〈最

近之宦海風濤〉、
 52
〈憲政實行〉、

 53
〈議員之怪像〉、

 54
〈防黨〉

55
等等漫

畫，這類漫畫兼具抨擊政治晦暗和譏諷社會現實交相疊加的鮮明時代

特點，它們無不以國家觀念為旨，緊密結合現實政治和社會出現的各

種新聞事件作為描繪的素材，將批判的鋒芒對準腐朽沒落的晚清政府

34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21。

35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17。

36 
《時事畫報》1905年第4期，頁22。

37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20-21。

38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22。

39 
《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24。

40 
《時事畫報》1906年第17期，頁3。

41 
《時事畫報》1908年第17期，頁23。

42 
《時事畫報》1908年第28期，頁22。

43 
《時事畫報》1906年第4期，頁11。

44 
《時事畫報》1906年第9期，頁23。

45 
《時事畫報》1906年第5期，頁12。

46 
《時事畫報》1906年第23期，頁2。

47 
《時事畫報》1906年第28期，頁1下。

48 
《時事畫報》1908年第21期，頁9。

49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9下。

50 
《時事畫報》1908年第26期，頁9。

51 
《時事畫報》1908年第30期，頁6。

52 
《時事畫報》1909年第2期，頁11下。

53 
《時事畫報》1909年第7期，封面後一頁，彩圖。

54 
《時事畫報》1909年第18期，頁10。

55 
《時事畫報》1908年第23期，頁1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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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方列強。

圖四：1906年第9期頁23刊登的諷刺漫畫〈中國〉

清末報刊不僅是社會輿論的晴雨表，而且還是表達民眾對國家前

途、政治國策的一個民間途徑，因此《時事畫報》創編者們十分關注

這個領域的動向，在他們的治國觀念裡，反對封建輿論的專制統治是

它們的重要任務之一，所以在該報圖文中，經常會報導各地輿論機關

因發表不合時宜的新聞而遭到清政府查禁的消息，它們通過這些圖文

來揭露和抗議清政府鉗制社會輿論的專制統治。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 411

圖五：1908年第5期頁3下刊登的〈漢報被封〉新聞畫

圖六：1908年第28期頁4上刊登的汕頭《雙月畫報》被封

的新聞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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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1909年第2期頁2刊登的《湖北日報》被查禁的 

新聞畫

至於該刊先後所設的短評、論說、時評、雜文等所載文章欄目，

更是橫貫中外、緊扣社會熱點和事件，借古諷今、犀利評點。然而

這種尖銳的批判鋒芒並不貫穿於整個畫報出版過程，其圖文風格經

歷從強─弱─基本啞聲的這樣一個轉換空間：即初期展示激烈

時代風雲、高調革命─中期更關注社會風俗的改良─後期致力

於學術專業化，尤其體現在美術領域。這裡以對革命黨人和反清志

士的圖文敘事立場為例：在畫報的早期，時間大約從1905年至1907

年間，無論是對前者的秋瑾（1875-1907）、陳天華（1875-1905）、 

熊成基（1887-1910）、徐錫麟（1873-1907）、史堅如（1879-1900）、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還是對後者的馬達臣、潘信明、夏重文、 

馮夏威（1881-1905）、李培仁、章太炎等，創編者們是懷著崇敬的文

筆給以熱烈的讚美和歌頌，如〈雲南獨反〉、
 56
〈馬潘夏三烈士出獄紀念

56 
《時事畫報》1908年第13期，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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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等。而到了1908年後，他們對同樣是各地革命黨人舉事起義和

反清志士的描述文筆卻有了鮮明的轉變，如〈皖亂已平〉、
 57
〈革黨何

多〉、
 58
〈又獲革黨〉、

 59
〈革黨起事〉、

 60
〈武昌黨禍〉、

 61
〈安慶亂事〉、

 62
〈捕

拿革黨〉、
 63
〈助逆〉、

 64
〈東江會黨起事〉

 65
等圖文敘事的描述中，文鋒

裡充斥著不屑、鄙視，甚至是斥責。有的貶稱革命黨人為「亂黨」，
 66

 

有的污蔑革命黨人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是「籠絡人心」，「愚民所為

惑也」；
67
有的嘲諷革命黨人「無一成事者，徒死而已」、

 68
「朝廷有先

知之人物，而黨人之事機不密，其敗也必矣」、
 69
「雖然革命黨人無不

失敗者，雖多不足慮」
70
等；更有甚者將革命黨人的反清起義定性成

「悖逆之事」，
 71
「預備立憲之詔既下，黨人尚猖獗至此」，他們竟要革

命黨人放棄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綱領，重新「洗心革面，復作良民，慎

毋輕於嘗試，更殆累無辜也」。
72

57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4。

58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3。

59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11。

60 
《時事畫報》1908年第9期，頁6。

61 
《時事畫報》1908年第22期，頁5。

62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2下。

63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

64 
《時事畫報》1908年第12期，頁3下。

65 
《時事畫報》1909年第18期，頁2。

66 
〈捕拿革黨〉，《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時事畫報》1908年
第27期等。

67 
《時事畫報》1908年第12期，頁3下。

68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7。

69 
《時事畫報》1908年第25期，頁1下。

70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3。

71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11。

72 
《時事畫報》1908年第22期，頁5。



414 東亞觀念史集刊

上圖八、下圖九：1906年第26期頁3刊登的上下兩圖〈馬

潘夏三烈士出獄紀念圖〉詳細地記載了清末廣東的一段愛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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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1908年第13期頁4報導了章太炎等人聚集在日本的雲

南同鄉會成員，醞釀建立革命軍，謀求雲南獨立的新聞圖畫

圖十一：1913年第10期頁5刊登的歡送孫中山出訪日本的

新聞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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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1908年第29期頁7刊登的〈革命黨案〉新聞圖畫

1908年第29期刊登的新聞圖畫〈革命黨案〉，嘲諷革命黨人「無

一成事者，徒死而已」。刊物政治理念的這種轉變顯然同社會政治大

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繫，也同中國社會轉型期間革命派與改良派的政治

鬥爭有關，更與兩派鬥爭處於高潮低潮，鼓吹君主立憲派一度喧囂甚

上的國情不無關係。這種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場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在

清朝政治社會大轉型期間的複雜性、矛盾性與多樣性。也許還與刊物

主創人員變動有關係，1908年第18期上，發行人署賴應鈞（生卒年

不詳），編輯人潘達微、印刷人張彤之（生卒年不詳）。1912年9月

該報「由廣州同志發起與《平民畫報》合併，從新組織，命名《廣州

時事畫報》」
73
後，據該報的版權頁署，改名後的畫報「總理鄧警亞， 

發行人李夢痕，編輯魯達，印刷何楠」，我們可得知早中期該報的主

要骨幹陳劍士、高卓廷等人已不再是該報的核心人員，儘管其中的革

命黨人潘達微、鄧警亞（1889-1972）、陳劍士等人還有圖文斷續地在

畫報上發表，但刊物的政治立場和革命主調卻在末期尤其顯得蒼白無

73 
《時事畫報》第1期，19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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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它也反映出社會轉型期間，畫報的一些創編者們遊移於激進革命

和保皇改良之間的一種矛盾心態與理念的漩渦之中的觀念表現。

二、社會風俗觀念視野領域

有關該領域的學術觀點，讀者可參閱本刊第5期上筆者撰寫的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研究綜述〉一文，該文在綜述臺灣清華大學

歷史學系侯京吾撰寫的碩士論文《圖改地方風俗：以廣州《時事畫

報》為中心（1905-1912）》一節中已有評論，
 74
筆者很欣賞作者的深

入梳理、分析和理論思考，此間不再贅述。這裡筆者只是從該畫報與

北京、上海等同時代同類出版的畫報的比較角度，概述它獨具的三大

鮮明特徵：

首先，《時事畫報》在將新聞圖畫與社會風俗改良理念結合方面

獨具匠心，遠高於同時期的畫報。尤其是在時諧欄和隱喻欄中的漫

畫量多面廣，畫風更是尖銳潑辣。這是上海出版的《圖畫日報》、北

京出版的《北京畫報》、天津出版的《醒俗畫報》等所不能同日而語

的。改良風俗的社會新聞圖畫和上述兩欄中的圖畫在數量上佔據了整

個畫報的三分之二，創編者們在這個領域是花了極大的心血和力量來

貫徹這個意圖的，他們認為「要向一般普及者進行社會思想功德教

育，惟報出於畫」。
75
正是在這種觀念下，為使自己的改良願望得到

理解和推行，不僅在報導社會新聞畫中，常常在文末亮明編畫者們移

風易俗的觀點，而且在時諧欄中的漫畫中插進大量文字，抨擊舊風

陋習或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其覆蓋的範圍涉及到社會生活中

的方方面面：婚嫁、戒毒、禁煙、喪葬、生子、賭博、拜神、求巫、

風水、家庭、纏足、科考、納妾、虐婢、盜賊、苛捐、慈善、捐款、

74 
侯京吾：《圖改地方風俗：以廣州《時事畫報》為中心（1905-1912）》（新
竹：清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1月）。

75 
炫外：〈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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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等等。這裡僅舉數例，以窺全豹：如1906年第1期的〈七都紳

士禁革陋俗〉圖文組畫共達8幅：禁生小孩備禮品、禁女兒出嫁備嫁

妝、禁女兒女婿探望岳父母備禮品、禁四季節氣送水果、禁父母祖父

母葬禮請葬禮樂手、禁男女占卜算命、禁每年神誕日備送牲畜祭拜

（只能在12月拜一次）、禁外孫出生不備禮、禁搭臺唱戲每年最多二

臺，其中所規定的禁俗細節令今人都感到不如而汗顏。

上圖十三、下圖十四：1906年第1期的刊登的〈七都紳士

禁革陋俗〉全圖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 419

1912年第1期由廣州民眾自發組織的改良舊俗的民間社團「心

社」，在該畫報上刊發一組漫畫圖文，宣導社員們自覺革除舊習12

項：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奴僕、不坐人力車、不稱族姓、

不婚姻、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軍人、不奉宗教。其

中的一些規定本不屬於舊風陋俗範圍，只是個人職業前途或信仰之選

擇。但我們從其每幅圖詳細的文字解說裡，仍然可感受到那時廣東社

會一般民眾渴望改革不良社會風氣的迫切心情，以及社會轉型期間，

即在封建性向現代性轉換時期近代一些先鋒超前的時代意識。

第二，它具有濃郁的廣東地方風格，不論是社會新聞圖畫，標時

諧畫、滑稽畫的系列組畫，還是文字部分的南音、版本、粵謳等欄

目所刊登的各類載體文章詩歌，如班本〈迷信鏡〉、〈辟神權〉、〈見出

遊煙精懊悔〉、〈煙精自歎〉、〈牛郎道情〉、〈織女訴恨〉、〈自強員佛山

演說〉、〈遷華埠僑民歎苦〉、龍舟歌〈紈絝鏡〉等，更是同時代其他

畫報的軟肋。報刊上採用地方方言描繪的圖文出現在十九世紀末期，

以《遊戲報》、《方言報》、《海上奇書》等為代表的小報和期刊在這個

領域作了一些最早的嘗試。而像《時事畫報》用如此多篇幅的方言圖

文形式來報導所見所聞，在同時代畫報中可屬鳳毛麟角，也是同類報

所不可比擬的。這種主動性的編輯意識不僅可使畫報更接近社會底層

的一般普通民眾，濃濃的方言俗語極大地拉近了執筆文人與本地「下

里巴人」的感情距離，而且使得它所報導的新聞與宣傳觀點走出知

識分子圈子的狹小空間，進入到市井街巷，田頭陌阡，為百姓喜聞樂

見，更易為凡夫俗子、農婦孺兒所了解和知曉。這種採用方言圖文的

編輯理念實踐了畫報成為普及社會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正如〈說畫

報〉一文的作者所說「鴻篇巨制，經世大文，出之以叢報」、「電郵傳

訊，羅陳政務，有賴於日報」，而這種極具地方風格的方言圖文，能

產生「種種機能，庭闈之間，悉老稚作喁喁語，繞桌撥煢，相與指點

圖畫，神往悠然，轉不覺時事之潛印腦間，如資之竊門入室亦，日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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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滋，甚所以轉社會陋習也」。
76

1908年第23期刊登的下面四幅題名

〈俗語對〉的漫畫，畫面妙趣橫生，令人噴飯，生動地展現了其時廣

東地區濃郁的民風民情。

圖十五：1908年第23期頁10下刊登的〈俗語對〉

圖十六：1908年第23期頁5上刊登的〈俗語對〉

76 
炫外：〈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2期，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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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採用多元的角度來促進社會風俗的改良。創編者們不僅僅

用手中的筆吶喊社會改良，而且常常身體力行地用實際行動以畫報

社為陣地，舉辦各種展覽會、演講會、紀念會，興辦各類講座和組 

織慈善捐贈等活動來促進社會改良的轉變與進步。〈上海書畫展覽

會〉、
 77
〈美術展覽會之熱鬧〉、

 78
〈美術陳列場〉、

 79
〈中國救亡品物〉、

 80

〈畫報茶會〉、
 81
〈特別演說〉、

 82
〈農民講求新學〉、

 83
〈香港美術賽會紀

盛〉、
 84
〈萬國寫真賽會〉、

 85
〈演說紀盛〉、

 86
〈馮偉人紀念紀盛〉、

 87
〈歡迎

陳記者出獄紀盛〉、
 88
〈圖畫展覽會之紀盛〉、

 89
〈女學展覽會〉、

 90
〈講學

會〉和〈閱書報處開幕〉、
 91
〈北部賑災會開幕紀盛〉和〈河南美術賑

展覽會紀圖〉
 92
等圖文從不同角度或多或少地透露了該刊積極參與這

些改良社會風氣的努力和實踐活動。1908年6至7月廣東各地發生

了大風災，該刊不僅撰寫社論〈論吾粵各省售物賑災事〉，刊登漫畫

〈賣拍賑災會〉
93
等，同年出版的第18期還專出了賑災攝影專集，共

收錄寫真照片80餘幅，詳列了此次由報社成員一起組織和參與的活

動照片，內容有賑災會各幹事照片、賑災展品會場圖錄、商業機構賑

災物品、美術展覽拍品現場、省各地風災現象圖等等。

77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3。

78 
《時事畫報》1909年第1期，頁2下。

79 
《時事畫報》1908年第20期，頁5下。

80 
《時事畫報》1909年第3期，封面後一頁，彩圖。

81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3。

82 
《時事畫報》1905年第7期，頁7。

83 
《時事畫報》1905年第17期，頁21。

84 
《時事畫報》1906年第30期，頁13。

85 
《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3。

86 
《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頁10。

87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3下。

88 
《時事畫報》1906年第35期，頁8。

89 
《時事畫報》1908年第1期，頁5。

90 
《時事畫報》1908年第14期，頁3。

91 
《時事畫報》均載1908年第9期，頁7。

92 
《時事畫報》均載1908年第16期，頁3-4。

93 
《時事畫報》1908年第17期，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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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1908年第1期頁5新聞畫〈圖畫展覽會之紀盛〉

圖十八：1908年第29期頁3新聞畫〈上海書畫展覽會〉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 423

圖十九：1908年第14期頁7新聞畫〈閱書報處開幕〉

圖二十：1908年第9期頁3新聞畫〈女學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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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術觀念視野領域

《時事畫報》美術創作隊伍十分整齊，其中有擅長人物畫的崔芹

（詠秋，1841-1915）、馮如春（潤芝）、譚泉（雲波，1846-1927）、

葛璞（小堂，生卒年不詳）、鄭萇（侶泉）、羅清（寶山，生卒年

不詳）、崔岐（杏山，生卒年不詳）、何昺（劍士）、崔鳴周（生

卒年不詳）、林朴初（生卒年不詳）、莫惠承（生卒年不詳）。有

專長於山水草蟲花卉鳥獸畫的伍德彝（乙莊）、劉鸞翔（連笙，

1848-1923）、潘達微（鐵蒼）、尹爟（笛雲，1860-1932）、梁於渭

（杭雪，？ -1912）、程景瑄（竹韻，生卒年不詳）、傅壽宜（蒲仙，

1873-1945）、李鼇（茀青，生卒年不詳）、李明貽（谷初）、鄭遊（小

浦，生卒年不詳）、陳鑒（壽泉，生卒年不詳）、陳懋謙（貞山，生

卒年不詳）、陳廉（寰呼，生卒年不詳）、張鸞翔（孝懽）、衛麟（玉

書，生卒年不詳）、高麟（卓廷）、陳訒生、葉邏廣（生卒年不詳）。

其中潘達微和陳劍士為全刊圖畫總撰員，這批人均是清末民初年間活

躍在廣東地區的一批美術家。

圖二一：1907年廣東舉辦第一屆美術展覽會的美術同人合

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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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撰文稱他們是近代中國畫壇嶺南畫派的開創者與代表人

物。在他們的觀念中，美術是一門科學，也是社會教化能量中開啟民

智、普及教育的一種武器。這種武器是在清末宣導新學、辛亥革命、

拒約風潮、廣東路潮洶湧、立憲爭議等這一系列特定的歷史情境中，

開始從傳統形態向近現代化形態轉化的過程中起步的。他們認為美術

是改變一個人心情的主要途徑，它可以「養高尚之人格，可以陶淳雅

之性情」，如將這種心情推及至社會中每一個人，就能到達那「造成

高尚淳雅之社會，群德休而政教善，雍和見而暴戾消，文明之真，自

此得之」
94
的理想國度。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冀慰開辦此報之初心，

而欲以時事圖畫為嚮導國民之要義」，
 95
這些美術家們至少在美術觀念

領域作了同時代石印畫報所欠缺的三個層面的努力：

第一層面，採用隱喻、象徵的繪畫手段，曲折地表達其「藝術救

國」的政治理念。該畫報從創刊起，幾乎每一期均刊登多幅傳統文人

畫中的山水草蟲花鳥石獸或古典人物為主題的中國畫，儘管這些畫作

滲透著繪畫者們血液中本能地流淌著那種中國傳統文化繪畫技能中的

基因，但是，這種基因卻在新的時代潮流中展現出新的變異，他們給

予這些筆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石、一鳥一蟲、一花一獸等等都賦予

了新的含義和生命力。賦予象徵意味的「梅蘭竹菊」等不再單純表現

為封建文人的清高自潔的意境，而是面對醜惡官場腐敗、時局安危、

民風陋習等一系列批判社會現實的反光鏡和利劍，「鷙禽猛獸」不再是

傳統題材中表現個人情懷的一種願望，而是晚清激烈的社會變革中表

達畫者投身這場改革所抱負的那種壯懷激烈的革命信念。1909年第15 

期封面〈厲斧斬荊棘〉，隱喻著報人們砍斷封建專制枷鎖之寓意。

1910年第1期的封面〈青天旭日〉，隱含報人們期待新時代的到來。

94 
訒生：〈說畫報〉，《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95 
〈本報出版一周年紀念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26期，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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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二：1909年第15期封面〈厲斧斬荊棘〉

圖二三：1910年第1期封面〈青天旭日〉

第二層面，畫筆指向國家命運與現實政治，嬉笑怒駡皆成文章。

正如本文在國家觀念視野領域中所闡述的，該畫報凡是標以隱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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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言畫、諷刺畫、時諧畫、滑稽畫、寓言畫、笑話，或是冠以主題名

的漫畫、組畫等都是針對社會熱點和痼疾有感而發，絕不作無病呻吟

之狀，其畫風所表達的切脈刮骨式般的警世醒世之敏銳性、尖銳性和

批判性，具有深刻的透析力和感染力，也是同時代畫報的佼佼者。

第三層面，大膽創新，在同類刊物中率先採用彩色漫畫作為刊物

封面。在中國近代畫壇，據筆者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最早發現的彩

色漫畫是1899年7月後發行的單張彩色〈時局圖〉，
  96
最先出版配有

彩色漫畫封面的雜誌是1904年1月創刊於上海的《女子世界》，以紅

黑綠三色套印的梅花隱喻著女性啟蒙的獨立意識在封建父權佔統治地

位的寒冬歲月中傲雪鬥霜的寓意。在此期間，彩色單幅漫畫極罕見，

採用彩色漫畫作為刊物封面的更是寥寥無幾。《時事畫報》是眾多紙

質媒體中最先採用彩色圖像作為封面的先鋒，它大約自1906年下半

年起創新，一改前期的單色封面技法，開始採用二種色彩作為封面，

以後色彩陸續增加至五種、七種，赤橙黃綠青藍紫都曾出現在刊物的

各期封面裡，這些封面既有以山水草蟲花鳥石獸或古典人物為畫面，

也有賦予特定時代含義的諷刺漫畫。這些畫作不僅帶有中國畫壇嶺南

畫派獨具的魅力和風格，色彩豔麗明亮，燦爛熱烈，筆墨豪邁勁爽，

淋漓酣暢，構圖線條考究精細，佈局完整合理，尤其是有些帶有漫畫

風格的封面都包涵了作者對國家和社會問題的現實思考，充滿著革命

的激情和時代精神，如寓意晚清社會政治社會昏暗的1908年第3期

的〈筆掃鬼魅〉，表達了創編者們拿起手中的筆桿蕩滌舊世界一切醜

惡事物的決心，第6期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和

1909年第3期封面〈中國救亡品物〉，從不同視角鞭撻國難當頭，不

同階層的人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與擔當。

96 
魯道夫‧G‧瓦格納對該畫的來龍去脈作了迄今為止最全面的考訂和闡
釋。參見魯道夫 G. 瓦格納：〈中國的「睡」與「醒」：不對等的概念化與
應付手段之研究〉，《東亞觀念史研究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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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1908年第3期封面〈筆掃鬼魅〉

圖二五：1908年第6期封面〈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

後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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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六：1909年第3期封面〈中國救亡品物〉

以及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第5期的〈醒獅圖〉、第9

期的〈屈原手持利劍，遙望長城內外〉、第11期的〈為民驅害〉、第

15期的〈愚公移山〉、1909年第1期的〈鐵血主義〉、第14期的〈長

城內外揭竿而起〉，第15期的〈厲斧砍荊棘〉、1910年第1期的〈旭

日東昇〉、第2期的〈金雞報曉〉
 97
等等，更是表達了其時政治局面動

盪不安下，國人們改變社會現狀的迫切要求：有的以炸響仍在沉睡中

的睡獅為己任，有的熱盼國家能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的呼籲以愚

公移山精神推翻舊制度，建立新社會，更有甚者呼喚用鐵血主義轟擊

面臨風雨飄搖之際的晚清政府統治。

97 
多數封面題名為筆者根據畫面主題內涵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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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七：1908年第5期封面〈醒獅圖〉

圖二八：1908年第15期封面〈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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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九：1909年第1期封面〈鐵血主義〉

圖三十：1908年第14期封面〈長城內外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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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這些封面畫作映襯出《時事畫報》創編者和畫家們在時

代風潮的變幻中，所體現出來的清醒的民族危機感和關心國家命運使

命感的一大視野和思想觀念，同時在以自我意識為契機的自我蛻變中

展現出來的不斷完善的美術觀念和繪畫技能。這種思想觀念和美術觀

念在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和1910年第2期封面〈金雞報

曉〉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前者畫面將滿清政府描繪成一個行將就

木的垂死老者，嗷嗷待斃，一個身穿革命軍服裝，棄滿清辮髮頭戴軍

帽，手持長槍武器，駿馬旁立的英俊少年藐視著他；後者畫面採用引

吭高歌的大雄雞正在大聲啼鳴，迎接著新一天的到來，隱喻著一個嶄

新的新世界即將來到。

圖三一：1908年第2期封面〈少年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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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二：1910年第2期封面〈金雞報曉〉

四、女權觀念視野領域

只要翻閱清末民初出版的報刊，研究者可發現這樣一個內容規

律，即女性問題始終是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1898年7月裘毓芳

（1871-1904）主編的中國第一份婦女雜誌《女學報》在上海創刊，

1912年5月張亞詔（生卒年不詳）在上海創辦推出了《女權》雜誌。

從「女學」到「女權」，僅一字之差，但卻折射出女子在激盪的時代

變幻風雲中的政治社會觀念的轉向和奮鬥目標。如果說前期解放婦女

的觀念還是處在「立女塾、設女學報、植女公會、啟女觀書樓、勸女

工、恤孤老、獎孝節、賞才藝、設女書會、立女醫院、賽美會、練女

子軍」
98
等階段，那麼到了民國初年，婦女們開始為自己的政治權利、

參政權利和男女平等的社會權利而吶喊鬥爭。《時事畫報》也不例外，

其出版時期正是處在這兩份雜誌先後誕生的時段裡，因此也處處浸透

98 
佚名：〈女子愛國說〉，《女學報》第5期，1898年9月，頁碼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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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代的這種變遷，從創刊至停刊，婦女問題始終是該畫報關注的社

會問題之一。概覽該畫報的婦女圖像主題，它主要集中在三個角度：

（一）婦女教育角度

在創編者們的觀念中，婦女教育是啟蒙女性思想和行動的重要

管道，也是解放與砸爛女性封建桎梏的有力武器與手段。數千年來

的不斷延續下來的中國封建家庭倫理，如三從四德、
 99
笑不露齒、

腳不露裙、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從一而終等封建倫理常規束縛禁

錮著人們對女性道德的評判標準。這種為適應封建父權制度，維護

父權一夫家庭（族）利益需求的道德倫理是遵從儒家禮教「男尊女

卑」、「內外有別」的原則下所產生的對婦女一生思想上、道德上、

行為上和修養上所應遵循的所謂的規範要求，到了清朝更是達到頂

峰。而要破除這種封建禮教，教育是唯一在清末廣東所掀起的女學

風潮中最切實可行的途徑：「近日城廂內外，女學堂咁多，城內如

尚德，如英才等校，城外西關如坤維、如家庭教育講習院、如育

坤、如頌賢等校」，這類女子學校以傳授科學知識為己任，「件件

知識都由讀書而來，而且學堂裡頭，有咁多野教，又修身、又史

學、又地理、又算學、又家政，咁多樣」。
100
正是在這種教育觀念

的引導下，該畫報大力報導各地，尤其是廣東地區婦女教育的圖

文，吶喊時代婦女的心聲，〈女界光明〉、
 101
〈女遊學可嘉〉、

 102
〈提倡 

女學〉、
 103
〈資送女學生東游〉、

 104
〈女學展覽會〉、

 105
〈女子公學救苦救

99 
三從是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100 
浣白：〈勸女子學堂讀書〉，《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白話文欄」，頁
14下。

101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6。

102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7。

103 
《時事畫報》，1905年第6期，頁8。

104 
《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頁3下。

105 
《時事畫報》，1908年第14期，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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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106
〈京師女學傳習所開幕〉、

 107
〈女士演說〉、

 108
〈開通女智〉、

 109
〈記

上海女塾運動會〉、
 110
〈女學生須知〉、

 111
〈女士之壯游〉

112
等即從不同側

面反映了這個時期婦女教育的現狀。甚至在它的廣告頁中不斷刊登女

校的招生廣告，鼓動婦女參與各類學校的學習，進而轉變世界觀，切

望實現創編者們理想的婦女國度：「賀我女界，從此開通，柔魂二萬

萬，巾幗盡英雄，不作海富孟，定為瑪別儂，造莊嚴之世界，越苦海

之千重」。
113

圖三三：1908年第13期頁6新聞畫〈開通女智〉

106 
《時事畫報》，1912年第1期，頁30。

107 
《時事畫報》，1906年第29期，頁4。

108 
《時事畫報》，1905年第8期，頁18。

109 
《時事畫報》，1908年第13期，頁6。

110 
《時事畫報》，1906年第31期，頁4。

111 
《時事畫報》，1908年第29期，頁10下。

112 
《時事畫報》，1909年第5期，頁6。

113 
訒生：〈賀年文〉，《時事畫報》19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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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四：1906年第29期頁4新聞畫〈京師女學傳習所開幕〉

圖三五：1906第22期頁3下〈資送女學生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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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六：1906年第21期頁7新聞畫〈改良女學〉和〈貴婦

會出現〉

（二）婦女陋習角度

在清朝封建禮教的陋習中，虐婢、守寡、納妾、纏足等司空見

慣，其中婦女纏足即是其最典型的外在表現。文字記載婦女纏足的歷

史可上溯至宋朝，到了清朝的中後期，這種陋習已經成為女性必然的

生活慣例：「自從幾歲大，各地老母就同人地纏嘵個對腳，日日鬧，

日日講」，
 114

5歲至7歲的女孩就被纏上了長長的裹腳布，「佢紮到實

實，唉！流濃流血，好似跛嘅改樣，有時天冷，重噲生蘿白添呀，

你話慘唔慘呢」，嚴重地抑制了女性發育成長，摧殘了婦女的身心健

康，十分殘忍痛苦。女性結婚前，更多男性往往用女性的小腳尺寸

大小作為選擇終身佳偶的先決條件。這種愚昧落後的舊習慣使得婦

女被迫成為男性的附庸和生殖機器，毫無社會地位和價值。因此清

末民初，纏足和反纏足的論辯與鬥爭從無停止過。《時事畫報》作為

114 
浣白：〈勸女子學堂讀書〉，《時事畫報》1906年第22期，頁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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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地區改良社會陋風惡俗的輿論先鋒，也在自辦的刊物上，連篇累

牘地刊登大量文章抨擊此種封建的毒瘤，反婦女纏足運動更是該畫報

的報導重點，不時佔據著它的版面，〈纏足惡果〉、
 115
〈文明進步〉、

 116
 

〈澆風漸革〉、
 117
〈西準風俗改良效果〉、 

118
〈纏足尾聲〉、 

119
〈纏足之

辱〉
120
等等圖像都圍繞著這一主題進行闡發，它們或批判這種男性主

導的封建社會對婦女人性的摧殘，或頌揚那些敢於反抗這種陋習惡風

的女界鬥士，或謳歌放足的社會文明進步現象，儘管批判或讚美的角

度、力度與深度各有異同，但是在破除千百年來女性沿襲的封建習俗

方面，創編者們順應時代進步的辦刊觀念，呼應了時代變革的需要，

影響和擴大了廣東地區民風的改良。

圖三七：1909年第4期頁4新聞畫〈纏足之辱〉

115 
《時事畫報》1905年第3期，頁19。

116 
《時事畫報》1905年第9期，頁10。

117 
《時事畫報》1906年第2期，頁10。

118 
《時事畫報》1906年第17期，頁7下。

119 
《時事畫報》1906年第20期，頁2。

120 
《時事畫報》1909年第4期，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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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八：1906年第32期頁7新聞畫〈記山西晾足會事〉

（三）婦女權利角度

這種權利主要體現在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前者要求參政議政，

後者表現在爭取婦女婚姻自由、追求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在家庭裡

的地位。如〈中國男女比較〉，
 121
以極其生動的圖像，通過鮮明的生

活細節中所展現的場景對比手法，歷數現實社會中女子的長處，甚至

不惜貶低男子的地位，來對抗封建社會觀念中「男尊女卑」的傳統觀

念，圖中它將男子定義為「懶惰退化者」、「終日空談故紙，未嘗學

問」、「棄人離去，犯法做賊」、「在外遊蕩，不理家事」，而對女子卻

是「忍耐進化者」、「近來大多趨向實業」、「在內勤持家政」、「如今已

著手爭政權、爭教育權」等的描述，反映出繪畫者觀念深處所蘊藏著

的追求男女平等的渴望與訴求。〈夫婦須知〉
122
以「舊日夫權，今日婦

權」的漫畫比較形式，將廢止休妻律例後男女離婚自由，作了形象生

動誇張的描摹，透露了時代變遷中男女社會地位從男性專制制度朝著

121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38。

122 
《時事畫報》1908年第10期，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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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的近現代化家庭制度觀念轉移的過程。

圖三九：1908年第11期頁10新聞畫〈夫婦須知〉

〈女子亦能振興實業〉，
 123
編者特撰按語，批判大清帝國「實業不

講，以致商戰輸人」，號召本省婦女向湖南女子學習「今湘省女子能

研究實業，吾粵可以鏡亦」，向從來是男子一統天下的實業界發起挑

戰。〈女子實業〉
124
一圖更是吶喊出「天賦人權，男女惟一，共和至

理，民生為先」的時代最強音。〈文明結婚〉、 
125
〈特別演說〉、

 126
〈文

明結婚之可風〉、
 127
〈改良婚禮〉

128
等則集中反映了該時代婦女強烈追

求個人婚姻自由的婚戀新觀念，她們認為封建社會中盛行的父母包

辦婚姻是埋葬女性幸福的墳墓，責問此種婚姻「兩未謀面，情於何

123 
《時事畫報》1906年第31期，頁7。

124 
《時事畫報》1913年第11期，頁11。

125 
《時事畫報》1905年第1期，頁8。

126 
《時事畫報》1905年第7期，頁7。

127 
《時事畫報》1906年第31期，頁3。

128 
《時事畫報》1909年第6期，頁6。



 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 441

生？」抨擊封建社會傳承至今的喪夫守寡反對再醮的婚姻制度是「悖

情滅理之法律」，是「偽道德為害烈亦」。
129
有的甚至提出了「欲救今

日之中國」必須改良中國的家族制度，「而家族之能改良與否，則又

全系乎婚姻之能改良與否也」的激烈片面主張，並特別提出了改良婚 

姻的四大措施：「提倡自由結婚」、「提倡再醮」、「禁戒早婚」、「禁戒

多妻」。
130

圖四十：1906年第32期頁17新聞畫〈女子亦能振興實業〉

129 
澹泊：〈女子守清糾謬〉，《時事畫報》1912年第5期，頁26。

130 
蒼生：〈婚姻改良主義〉，《時事畫報》1908年第27期，頁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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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一：1906年第12期頁3新聞畫〈文明結婚〉

圖四二：1909年第6期頁6新聞畫〈改良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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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界光明〉
131
等圖文則是折射出清末婦女在政治上的訴求。這類

訴求在該畫報圖像上主要通過三個層面來展現：

第一層面是歌頌反清的革命女志士。如〈公祭秋瑾〉
132
等圖像以

及劇本〈泉台秋恨〉、
 133
雜文〈哭徐秋二俠文〉

134
等。

圖四三：1908年第26期頁3新聞畫〈女界光明〉

131 
《時事畫報》1908年第26期，頁3。

132 
《時事畫報》1908年第4期，頁4。

133 
《時事畫報》1908年第24期，頁16下。

134 
《時事畫報》1909年第17期，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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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四：1908年第7期頁7新聞畫〈女界國恥會〉

圖四五：1908年第4期頁4新聞畫〈公祭秋瑾〉

通過辛亥革命時期以推翻清朝政府為己任的女中豪傑秋瑾等女鬥士來

反映廣東婦女的反清思想。就如畫報創編者們不用大清王朝皇帝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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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年，而採用中國漢族傳統紀年的干支曆法，委婉曲折地表達該刊的

政治傾向如出一轍。

第二層面，報導謳歌歐美女權運動。此類圖像並不多，但從一個側

面說明創編者們的觀念與視野已從廣東本地擴大至世界範圍，如〈女權

過度〉
135
報導了美國女權組織興盛一時，他們積極參加各類女權活動，

進而引起有家庭的男子們的不滿。又如〈俄國之女革命黨〉
136
一圖描

繪了俄國女革命黨人為了準備武裝起義身藏炸藥被捕入獄的事蹟。

第三層面，婦女參與社會活動。諸如〈女士愛國〉、
 137
〈女董不忘

拒約〉、
 138
〈女界國恥會〉、

 139
〈女界盛會〉

140
等皆是此類主題的圖像，它

們或記述廣東各界婦女積極參加抗美拒約運動的各類活動和女性代表

人物，或是報導她們在廣東各類國恥政治紀念活動中的婦女們的活動

蹤跡與身影，以冀通過這些圖文來激發更多的婦女投身現實的政治鬥

爭，爭取婦女自身的社會地位。

《時事畫報》是清末民初廣東最具影響力的圖文兼備的出版物，

它曾兩次遭到清政府的查封，均緣於其發表的政治漫畫：一次是1909

年，因為登載了潘達微的〈宋江夜題反詩圖〉，該刊被查封，潘遭通緝

被迫逃至香港。一次是發生在當時新軍爆發反清起義期間，《時事畫

報》連發〈新軍變亂〉漫畫12幅，激怒清政府的兩廣總督，照會香港

政府，勒令該刊再次停刊。1913年它又連登震動國內外的重大政治新

聞事件宋教仁（1882-1913）上海火車站被刺殺的圖文報導。因此有後

人撰文該畫報是「率先引進和傳播現代漫畫，揭開了中國美術史和廣

府文化史新的一頁」，
 141
也是「這一時期最具反清政治傾向的革命圖像

135 
《時事畫報》1905年第8期，頁15。

136 
《時事畫報》1909年第10期，頁13。

137 
《時事畫報》1906年第25期，頁4。

138 
《時事畫報》1906年第32期，頁8。

139 
《時事畫報》1908年第7期，頁7。

140 
《時事畫報》1905年第7期，頁6。

141 
江沛揚：〈廣府漫畫文化與社會變革〉，廣府文化研究基地網，檢索日期：

201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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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
142
據粗略統計，《時事畫報》從創刊始至終刊，先後發表的政

治時事社會新聞畫和各類漫畫高達4,000餘幅，本文僅從國家政治觀

念、社會風俗觀念、美術觀念和女權觀念四大領域角度重點選錄和審

讀了部分畫作，意在對該畫報的基本內容作拋磚引玉的述評。作為清

末民初年間廣東地區出版發行的最主要的石印畫報，它所發揮的政治

與社會影響也許遠不止本文所闡述的觀點，除了上述所論述的圖像視

野之觀念範圍外，還有兩個領域值得關注：一是消費文化觀念，二是

戲劇觀念領域。消費文化觀念主要體現在它每期刊登7頁至10頁不等

的商業廣告上。戲劇觀念領域主要反映在及時迅速地報導廣東地方戲

劇，即粵劇的改革現狀。因受篇幅限制，本文不作評論，筆者僅期望

有更多的學者能從觀念史的角度出發，對它作更深入的剖析和論述。

142 
祝均宙：《圖鑒百年文獻：晚清民國年間畫報源流特點探究》（臺北：華藝

學術出版社，2012年），頁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