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藝份子 第三十一期 

 

29 

 

二十世紀前期中國畫報中的「美術攝影」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冷庭蓁 

摘要 

192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正式進入影像傳播時代，同時將攝影推入藝術殿堂，

在二十世紀前期出刊的畫報中，攝影比重提升，甚至有專門介紹攝影的畫報與雜

誌，如《攝影畫報》、《天鵬畫報》、《柯達雜誌》、《中華攝影雜誌》等，將攝影作

為藝術作品呈現。而這些攝影作品在這些畫報中時常用到「美術攝影」、「藝術攝

影」或是「畫意攝影」等相關詞彙，談論其風格、美學、構圖與技術上的運用，

亦延伸至中國傳統繪畫，探討和攝影的連結與差異。 

本文將先釐清上述三種攝影名詞，並藉由二十世紀前期的畫報與雜誌關於攝

影的介紹或評論，梳理當時攝影與藝術之間的關聯和理論，同時也觀看這些文章

是如何引導讀者學習攝影成為一件藝術作品的形式與手法。最後聚焦在當時作品

的呈現方式。 

關鍵字 

中國攝影畫報、美術攝影、藝術攝影、畫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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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達蓋版攝影術（daguerreotype）發明於 1839 年，誕生不久後，中國就爆發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 年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劃定五個城市為通商口岸，

大批外國商人、傳教士接踵而來，攝影術也因此帶入中國。傳入初期，多數攝影

者只是以拍攝人物肖像為主，作為商業用途，陸續開設照相館。到了 20 世紀初，

隨著攝影的發展和印刷條件的不斷改善，當時出版了多類攝影專業書籍，一些雜

誌也有專文介紹攝影。人們從一開始只是著重商業的肖像攝影，後用於新聞報導，

再到創作出作為藝術的作品。此過程中更多的業餘攝影師逐漸加入，擴大了攝影

群眾，因而大眾也開始對於攝影此項器材可以發展到何種藝術境界十分感興趣。

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攝影仍是屬於新的產物，器具材料的摸索、如何拍攝取角等

技術層面或是與繪畫之間的美學辯證，皆是討論、思考的面向。 

在陳學聖《1911-1949 尋回失落的民國攝影》中提及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

思潮從對西方科技的抗拒轉變成尋求救國、創造現代化，攝影開始成為視覺表達

的重要媒介。透過出版、攝影團體的活動，業餘攝影及藝術攝影活動得以產生。

如中國第一個業餘攝影團體精武體育會攝學部，於 1910 年成立，將攝影作為教

育工具，也是促進國家現代化計畫中的一環，同時肩負拯救國難的大目標。而此

一組織除攝影教育之外亦會到外頭拍攝，提升他們的美學層次，如中國文人遊山

玩水的傳統。然而此團體並非將攝影視為創作，而是作為提倡中國武術的手段。

直至黃振玉（生卒年不詳）與陳萬里 （1892-1969）等人在 1919 年於北京大學

舉辦第一次攝影展，將攝影聚焦在個人的表達與創作上，中國藝術攝影活動才正

式開始。1 

同為陳學聖所寫的《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整理出

1911-1949 年之間談及攝影的畫報，標示出畫報的創辦人、出版年代、創辦的目

標、畫報的主要內容、針對何種觀者、畫報的沿革等各方面的簡要介紹，讓人可

以快速理解當時畫報的取向。 

當攝影為一門藝術時，即是科學產物與人文之間的相互激盪。而如何建構獨

有的藝術理論和美學意識，在 20 世紀前半時期的各類畫報雜誌中，提出許多不

同的看法。在畫報中，時常提及「美術攝影」、「藝術攝影」與「畫意攝影」這三

類名詞，於此可知是將攝影視為藝術。因此筆者想藉此了解當時對於這三種的定

                                                      
1  陳學聖，《1911-1949 尋回失落的民國攝影》（台北：富凱藝術，2015 年），頁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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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解釋。並梳理畫報中的文章是如何談論風格、美學、構圖與技術上的運用，

與觀看攝影在中國傳統的藝術脈絡下與繪畫之間的交互關係和影響。本文將分成

三部分作為分析：第一爲「美術攝影」、「藝術攝影」、「畫意攝影」的出現與定義。

第二將論攝影與藝術之間的關係與技術層面上要如何運用才能拍出一件藝術作

品。第三這些作品在畫報中以何種方式呈現與展示。以上皆是筆者所要探討的內

容。 

一、「美術攝影」、「藝術攝影」、「畫意攝影」的出現與定義 

攝影術傳入後約八十年間，自商業照相館的流行，更為寫實的紀錄了人物形

象，到時事攝影發展的同時，中國早期的攝影師除了客觀的紀錄外，也進行了多

方的嘗試。在人像攝影方面，如扮裝照的出現，最佳例子便是慈禧太后曾扮裝成

觀音【圖 1】，型塑出舞台感與戲劇性，這是角色扮演，是虛構，更是一種創作。

用新的科技創造出新的視覺表現。單調的商業攝影模式已不能滿足人們需求，欲

求更強的藝術表現形式。2 攝影師在拍攝時也會不自覺的流露出自身素養的審美

情趣。尤在這一時期大量的風光照片中顯現，按照傳統美術法則的構圖，展現在

各畫報上，也讓眾人認識到攝影藝術的特徵。攝影家們開始思考攝影是否為藝術，

能否成為藝術作品，就在這樣的萌芽下，開始思索與討論美術攝影的面貌與問題。

目前筆者所查關乎這三個名詞約落在 1920-1940 之間，最為廣泛使用。 

（一）「美術攝影」 

於周輝域〈西洋美術攝影史略〉一文提及：「美術攝影，就名義上和事實上

論，都是屬於現代的，這個名詞，在 1890 年以前，我們不見有人用過。攝影的

藝術，在五十年前，也有人道及和著述過，這是確斲可考的。……」3這與史實相

符，即從肖像人物到新聞攝影後，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才往美術攝影發展。到

了 1922 年時，中國第一本攝影刊物《攝影雜誌》出版，這便明確指出攝影是美

術活動的內容之一。 

當時胡伯翔（1896-1989）為早期中國攝影的先驅之一，在 1929 年《天鵬》

上稍對美術攝影有初步的解釋：「昔人稱畫之佳者，曰惟妙惟肖，予意用此與為

                                                      
2  陳申、馬運增等，《中國攝影史 1840-1937 年》（台北：攝影家出版社，1988 年），頁 99。 
3  周輝域，〈西洋美術攝影史略〉，《中國攝影學會畫報》第 4 卷第 198 期（1929），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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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攝影之釋意，尤為恰當，惟妙惟肖，及美好而像真之意。攝影與繪畫雖略有

相近之趣味，然於技能方面，則完全不同，因攝影之事，求像真易求美好難也。」

4 即為又美又真，這就是美術攝影，然未更深入指出美術攝影的意涵。而後於 1932

年的〈攝影分析〉一文才又提出：「美術攝影一名詞，已為吾人日常所習見，然

則何謂美術攝影。仍為一般人之疑問。曩日表現美感情緒之技術、是詩歌。繪畫。

音樂。雕刻。建築等。自從攝影術進步後。除於記事興工藝或其他學術上有相當

效用外。亦能用以表現美感情緒。有美感情緒。附加以精深攝影技能。已完成美

之結構。此即世人所指之美術攝影。故攝影之能稱美術與否。全視其有無美之結

構而定。初不限於題材。與所用之器械。苟有美之結構。即尋常記事之攝影，亦

能成為美術作品。……」更進一步說明美術攝影是能承載情緒、述說情感又具有

美的價值或特性，即使是一般的拍攝，只要有「美」的存在，便能稱之為美術的

攝影作品。這也如王勞生（1908-1961）在《天鷹》談論美術攝影的意義，5 認為

追求「美」是人類的天性，攝影只是單純的記錄，供人觀看，但要能動人情感、

觸景生情，要對此攝影感到有特殊的價值，會隨時隨地發現有美的對象，是將所

攝的照片美術化。這樣的說法便是透過自身的審美經驗，內化出個人對於美的表

現，以感性為基底，不覺得平庸，具有一種品味和興味的作品，使大眾鑑賞時，

能感動大眾，更可讓大眾的生活改造進而美化，便是美術攝影。王勞生隔年又於

《長虹》發表〈美術攝影雜話二則〉，6 論凡能感動人精神的可稱為「美」，「美

術」則凡由人們創出來的便可以「美術」稱之。 

或如方山（生卒年不詳）談及何為美術攝影，7 認為攝影術分應用與美術的，

前者專賴技巧，後者則於技巧之外，須有詩意畫意之蘊藏，能給予人深遠的啟示。

美術攝影頗類繪畫，兩者均為空間藝術，共同目標在於抒情、寄思和對於美的追

求。以上所言，美術攝影皆需有精神的投射，和一定程度的美感表現，也如同繪

畫、詩歌等，能帶給大眾感動的創作。更簡短地說，當時的美術攝影便是具有感

知和展現「美」之功能，才能稱為美術攝影。如他文中所舉例的照片，追求詩意，

也搭配詩句更襯托照片的意境【圖 2】。 

（二）「藝術攝影」 

談論藝術攝影，多則把藝術與攝影兩詞拆解來看。於詹新吾〈談藝術攝影〉

                                                      
4  胡伯翔，〈美術攝影談〉，《天鵬》第 3 卷第 6 期（1929），頁 34-35。 
5  王勞生，〈美術攝影的意義〉，《飛鷹》第 10 期（1936），頁 25-27。 
6  王勞生，〈美術攝影雜話二則〉，《長虹》第 3 卷第 1 期（1937），頁 13。 
7  方山，〈美術攝影〉，《柯達雜誌》第 3 卷第 9 期（1932），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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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8 先提出藝術的功用不只限於調和人類的感情和吸收人類的同情，更能反

應現實改善人生的，因此藝術攝影，是必須有豐富的內涵，作者的情感參雜其間，

使觀者能有一種美的回味，尋求觀者的共鳴。此一說法，與王勞生的論點相差不

大，小至個人情感，大至社會與大眾的改善，使人生達到美好的狀態。 

於劉義振談藝術攝影之意義與價值，認為攝影只是屬於機械的，無意識的，

而藝術根本是感情的產物，藝術是可將人生苦樂表現出來，因此藝術攝影必須具

有的條件就是畫理與詩情，必須在這空間美中有取景的含義，是有意識的捕抓畫

面，含有豐富的意境，是除視覺之外，而能感之於內心，寄託情感，能令人感慨、

愛慕、追思等，也如同文章內所言：「藝術攝影，是超乎物質之外，而寓精神於

物象之中，它是心靈的，是思想的，是活動的，而又非機械化的。」9 

亦有用比較的方式提出藝術攝影作品與一張攝影作品的差異，認為一件成功

的藝術作品，需要表現出自我，不只聽見自己的聲音，還能表達出事物以外的意

義。但在此文卻沒有真正用到「藝術攝影」一詞，反而用「美術攝影」來說明藝

術作品都有它的目標與意義，而非只是力求創作。10 另有一則標題名為〈藝術攝

影成功之要訣〉，但內容皆用美術攝影來說明，專事研究藝術，發揮景物之真美，

即為美術攝影。11 

由上可知，美術攝影與藝術攝影之間的內涵並無太大的區別，皆是在取景攝

影時，便要加入個人的審美經驗，展現個性與美學素養，是以精神層面、尋求觀

眾的共鳴，即為包含情感的創作活動，亦為研究美的學科。當感受到美時，產生

一種趣味，便知藝術的存在價值。 

（三）「畫意攝影」 

畫意一詞出現在 1923 年歐陽慧鏘（生卒年不詳）的《攝影指南》中示範性

的攝影藝術作品 28 幅，其中的 13 幅便以「畫意」為名，是由康有為點評。後來

在劉半農（1891-1934）的《半農談影》將照相分為寫真與寫意，借用中國古代繪

畫的創作手法，挪用至攝影上，同樣也是傳達一種精神上蘊含與寄寓，捕捉氣韻。

                                                      
8  詹新吾，〈談藝術攝影〉，《永安月刊》第 7 期（1939），頁 32。 
9  劉義振，〈藝術攝影〉，《中華藝術攝影》第 6 期（1932），頁 250。 
10 Kells 原作，亦菴述意，〈關於藝術攝影〉，《文華》第 43 期（1933），頁 29。 
11 張印泉，〈藝術攝影成功之要訣〉，《中華攝影雜誌》第 7 期（1933），頁 29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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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當時而言，畫意攝影便是與中國繪畫審美觀連結起來。 

更具體的方式可於《柯達雜誌》的兩篇文章所提。13 一是談如何求得攝影上

的畫意，畫家在作畫之前，需先有畫之概念，在固定大小的空白上佈局構圖，以

至盡善盡美之境，攝影者倘若應用此簡單的規律，並加入平日涵養豐富的想像力，

即可拍得佳作。第二篇則是直接以照片和示意圖作為教學【圖 3】，透過人工的操

作，達成充滿畫意的景致，再將此拍下，應證此篇所言：「攝影採圖畫章法，更

能發揚中國的美術」，直接連結至繪畫的創作手法與形式，並模仿畫中的詩意，

進而達到「畫意攝影」。  

（四）小結 

上述分析可知，「美術攝影」與「藝術攝影」並未有如此大的區分，甚至可

任意互換，交互使用，而以美術攝影詞彙描述的比例則是較高的。對當時而言，

這兩者即是可以將攝影美術化，即產生美，將攝影的靈魂認為是情感的表現。而

畫意攝影則是涵括在美術與藝術攝影中，透過與繪畫的連結，表現如同畫中的詩

意，產生意境，傳達中國傳統藝術，此舉更能將文人品味帶至其中，將攝影提升

至與繪畫的同等地位。 

二、攝影與藝術 

第一節是針對名詞上的意義與解釋，但畫報的文章也時常提及攝影的機械性

和藝術之間的差異、連結並與繪畫類比。除此之外，在技術上的操作亦有所著墨，

為的視之為一件藝術作品，附有美學價值。對於當時而言，攝影在中國已發展五

十餘年，故攝影的構圖、光影、底片等技巧上的分析與美學的論述，是學習的作

為藝術作品的關鍵。因此，此節將針對攝影與藝術、繪畫之間的關係和如何拍出

藝術作品三部分，釐清當時的想法與觀念。 

（一）機械攝影與藝術 

                                                      
12 彭永祥編著，《中國攝影史：1840-1937》（北京：中國攝影，1987 年），頁 227。 
13 〈攝影上的畫意〉，《柯達雜誌》第 5 卷第 11 期（1934），頁 16。張景琠，〈畫意的攝影〉，《柯

達雜誌》第 7 卷第 1 期（1936），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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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期除了探討何為一張攝影或為一張藝術作品，亦可見到藝術與攝影

機械的辯證，該如何透過這樣的機械，拍攝出藝術作品，皆是這時代的人面臨的

問題。如有人在 1935 年的《天津商報畫刊》提出：「攝影機足為藝術表現之媒介，

以為近日學術界所公認，其應用範圍之廣大，因而益顯，吾人目前之問題，即為

如何可使吾人手中之攝影機真正成為表現藝術之媒介……」14 此問題正是當時

需解決的問題。 

攝影為科學之產物，不同於繪畫的操作，需透過機械的器具攝影，在與藝

術連結後的比較，前者為暫時的視覺捕捉，不能喚起雋永的回味，而美術攝影

則為更予人以深遠的啟示，百觀不厭。15 故若撇除藝術，一張攝影不過是鏡頭

所透過的光線映射成片上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機械效果，是屬於無意識，如彌留

之際一切處於恍惚之間，呈現的東西沒有目的性，只是一團混亂雜陳的東西而

已。16 由此可看出攝影機只是一中間媒介，它固定透過一些工具的操作而有所

不同，因此在拍攝的同時，透過機械的視角，人必須有意識地去搜尋美的存在，

具有一定的審美意識，才能展現出自我美學與情感的風景。恰如胡伯翔〈攝影

分析渡頭春水〉一文所言，有美感情緒，復加以精深攝影技能，以完成美之結

構。並將一張照片裁減分成上下談論其構圖和觀賞趣味，經人之思考與品味，

方能得取佳作【圖 4】。17 

美術攝影或藝術攝影為科學與人文的混合體，雖是透過冰冷的機械，但它

如同文人的畫筆，仍能表現人的感性，發揮思想，抒情表意，才能達到攝影藝

術作品之不朽。 

（二）攝影與繪畫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繪畫與攝影的關係問題從攝影術發明和傳入之初起

就已經有討論。18 且畫意攝影（pictorialism）早在 19 世紀末便在歐美盛極一

時，也對此有許多討論與辯證。在中國方面也可見如此。在沈新三〈美術攝影

淺說〉一文將攝影與繪畫作為一談，認為有異曲同工之妙，唯有不同者為速度

                                                      
14 萬友，〈攝影上的畫意〉，《天津商報畫刊》第 13 卷第 26 期（1935）。 
15 方山〈美術攝影〉，《柯達雜誌》第 3 卷第 9 期（1932），頁 15-17。 
16 Kells 原作，亦菴述意，〈關於藝術攝影〉，《文華》第 43 期（1933），頁 29。 
17 胡伯翔，〈攝影分析渡頭春水〉，《中華攝影雜誌》第 2 期（1932），頁 62-63。 
18 祝帥、楊簡茹編著，《民國攝影文論》（北京，中國攝影出版，2014），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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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異。19 但胡伯翔則認為雖有相近的趣味，在技能方面則完全不同，因攝影

之事，求像真易求美好難也。20 高維祥〈照片與圖畫有何區別〉認為照片和圖

片的差異在於前者為客觀、實體的，後者為主觀、造作的表現。21 除了文字的

論述之外，更有實際上的應用，如《柯達雜誌》中以帆船為主題的一文，點出

中西繪畫表現帆船的不同，西洋圖畫中全幅只有一隻很大、精緻的船隻，而後

者則是用一、二隻帆船點綴風景，來增進畫中的趣味，且古詩常提到帆，更能

使圖畫充滿詩意，照片的用法也是如此。22 

於上述可知，有將攝影和繪畫變成能交互享用構圖與美學，也有認為兩者有

速度、真實等方面的差異。或許可從王潔之〈繪畫與攝影〉一文，以中立的角度

看待，繪畫和攝影都是能捕捉運動員最美的姿勢，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兩者也

能呈現寫意之美，並擁有只屬於繪畫的筆調與攝影的光調等不同屬性。總之，有

了攝影並不抹殺繪畫的價值，但攝影所具有的價值，也非比繪畫低微。這兩者是

殊途同歸，往「美」的同一目標前進。23 

（三）如何拍出一件藝術作品  

在各大雜誌上經常可看到教導如何拍出一件藝術的攝影作品，這樣的教學各

有論述，有實用性的技巧如關於鏡頭、構圖、光影等著述，亦有抽象如人格素養、

美學培養等方面加以敘述。總體而言，即集結當時攝影創作的實踐與經驗。 

以最基礎的層次來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品之臧否，有賴用具之

優良。尤在《柯達雜誌》時常見到，然是具有商業利益的面向考量，在教學攝影

技巧之餘，也不停廣告自家商品：「軟片需用柯達萬利，才能使照片中陰暗部和

強光部的影紋都能顯豁醒目，全照生動有神。」24 除工具之外，更需要有不斷的

練習，如攝影的成影所用的藥料多為舶來品，價格稍貴，但經濟許可且欲發揮藝

術，應定量嘗試，25 而這沖洗的過程，亦可自行調整照片大小，補救底片受光過

多或不足，能使照片更為自己所欲見的景色與展現自身的美學。 

                                                      
19 沈新三，〈美術攝影淺說〉，《晨風》第 3 期（1934）。 
20 胡伯翔，〈美術攝影談〉，《天鵬》第 3 卷第 6 期（1929），頁 34-35。 
21 祝帥、楊簡茹編著，《民國攝影文論》（北京，中國攝影出版，2014），頁 84-86。 
22 《柯達雜誌》第 6 卷第 3 期（1935），頁 5-6。 
23 祝帥、楊簡茹編著，《民國攝影文論》（北京，中國攝影出版，2014），頁 88-90。 
24 《柯達雜誌》第 6 卷第 3 期（1935），頁 4。 
25 許席珍，〈人像攝影概論〉，《中華攝影雜誌》第 6 期（1932），頁 23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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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欲為攝影佳作，需有美之結構，與物之形體、賓主虛實、物之位置、所受

光線、美感趣味皆有關聯。26 構圖也常會比喻如繪畫之佈局，透過主體和客體的

相對位置，達到畫面是否具有吸引力。其畫面需有意境，更能傳神，這些須仰賴

光影的配合。於 1932 年方山在柯達雜誌的發表〈美術攝影〉一文於最後一段：

「美的照片不宜過於清晰，需用柯達柔光鏡（亦稱修改境）已韻和之。」27 但在

1937 年張印泉〈現代美術攝影的趨勢〉則說：「以往的美術攝影，多趨向模糊黑

暗，以求合乎畫法的渲染，及意義的含蓄，如油渲片及用柔光散光所修改之照片

等，此派作品自 1930年以後已逐漸淘汰，攝影加多趨於清晰（Sharp）一途，一

張照片，必須有柔和的光線，鮮明的色調，及清爽的線條，使人一見即有動心醒

目的快感，這是近年攝影最顯明的一種趨勢。」28 與同年王勞生〈美術攝影雜話

二則〉所言「美術糊已趨沒落，取而代之的卻是『清晰』。」29 於此，對美術攝

影的追求有時代性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也與當時文化界、美術界倡導的美術革

命有關，提倡學習西方油畫的寫實手法，極力推行寫實主義繪畫，對 1930 年代

的攝影創作也逐漸產生影響。30 然這與當時社會背景有關，其轉變在此暫不論

述。 

除了在技術的層面上，更有抽象的描繪攝影成功的要訣，需要有恆心，持之

以恆、需親自操作，沖洗放大印曬諸事應自行操作，廣搜博覽，閱覽各國攝影名

著、雜誌的美術作品使自身觀看經驗豐富，藝術便可隨之而增。31 認為成功的偉

大的攝影藝術家除了要有藝術天份、思想與技巧外，更要有人格的素養，不然作

品的價值，也會為之低落。32 在此，也延續古代對文人的道德要求，重視品格與

教養。  

三、當時作品的呈現 

當攝影的風氣越來越高後，各類相關的畫報提供了適合的專欄給這些業餘攝

影師們，如有透過比賽、教學輔助和以作品集的方式等等，透過上述的做法，讓

攝影師得到發表的機會。尤其攝影比賽的選拔，代表了當時攝影的品味與風格，

                                                      
26 胡伯翔，〈美術攝影談〉，《天鵬》第 3 卷第 6 期（1929），頁 34-35。 
27 方山，〈美術攝影〉，《柯達雜誌》第 3 卷第 9 期（1932），頁 15-17。 
28 張印泉，〈現代美術攝影的趨勢〉，《飛鷹》第 15 期（1937），頁 7-8。 
29 王勞生，〈美術攝影雜話二則〉，《長虹》第 3 卷第 1 期（1937），頁 14。 
30 徐希景，〈摩登時代：民國時期“美術攝影”的現代性訴求〉，《中國攝影》（2017，第 11 期）頁

85。 
31 張印泉，〈藝術攝影成功之要訣〉，《中華攝影雜誌》第 7 期（1933），頁 294-296。 
32 月文，〈攝影研究：攝影在中國〉，《晨風》第 6 期（1934），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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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會評論照片的缺失及能如何改進的細節。以《柯達雜誌》為例，每個月會有

個徵件主題，如「風俗與慶祝」、「冬之種種」等，在 1934 年 10 月份的「人像」

主題有 460 餘人，照片 1280 餘張的參與，為數不少的作品也更讓選拔更有價值，

具備可看性。 

也有許多是作為教學輔助或攝影研究如第二章節第三小點如何拍出一張藝

術作品的內容，教導讀者拍攝藝術作品。在張建文的〈女性人像攝影之研究〉一

文中便十分明瞭，以同一位女性為例，變換不同的造型、姿勢、光線、表情等，

顯示出不同的風格與效果【圖 5】。33 而除了教學使用上，也有徵稿用於攝影研

究上，適用於同好者有互相研究之機會，範圍主題不限，任各個攝影愛好者的專

精方面有表現之地。 

另外則是以作品集的方式呈現，如《天鵬雜誌》，本身的性質即為專門研究

攝影，將攝影作為藝術作品，一張照片獨佔一頁的版面【圖 6】，並用塗佈紙（coated 

paper）印刷，使其畫質相較當時其他畫報更趨近原始照片的質感。34 同樣也是

專業攝影雜誌的《中華攝影雜誌》，當《天鵬雜誌》停刊後，胡伯祥有感於藝術

攝影缺乏專門的刊物發表，因此出資為攝影界維持一個創作園地。刊登標準也為

影像的品質，以美術興趣為目標，內容關乎著美術與科學的討論，版面也是採取

《天鵬雜誌》的做法，幾乎一張照片即一頁，偶有兩張照片在同一頁【圖 7】，如

同藝術作品單張地欣賞。 

除了單一的排版外，《良友》的版面與設計則是更為活潑，如王勞生的〈在

水之湄〉，35 畫面由樂譜為底，上面放置四張鴨子的照片，右上的照片是以拼貼

的手法製成，其餘二張是在水邊的女性裸體像，每張相片旁幾乎都有詩詞，透過

這樣人物與鴨的編排，將其對水岸邊的想像表現出來【圖 8】，與上述的作品相比

較充滿想像力，觀者閱讀上也更有樂趣。 

另有許多攝影展覽、攝影社的作品會選載在畫報上。這些攝影作品中包含了

風景、人像、靜物為三大宗主題，其中人物又可分為明星留影、一般人物寫真與

裸體攝影。當時裸體模特兒攝影，如郎靜山（1892-1995）等人皆有拍攝【圖 9】，

是當代畫報的共同賣點，除了在藝術與情色之間各取所需之外，也有解放社會風

                                                      
33 張建文，〈女性人像攝影之研究〉，《大眾》第 13 期（1934.11），頁 35-37。 
34 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富凱藝術，2016 年），頁 152。 
35 王勞生，〈在水之湄〉，《良友》第 120 期（1936.09），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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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意味。36 

結論 

隨著藝術攝影活動的開始，人們開始討論藝術與攝影之間的關係，「美術攝

影」、「藝術攝影」與「畫意攝影」這三個名詞的使用，可從本篇標題使用「美術

攝影」一詞來說明：一是使用比例高，二是與藝術攝影意義相通，三是畫意攝影

涵括在美術攝影中，故用「美術攝影」囊括剩餘的兩個名詞。對攝影者而言，具

有「美」之意識、價值、特性的作品便是美術攝影，甚至能影響至人類情感、社

會、國家，對於當時而言不僅是視覺享受亦是精神的寄託。 

攝影作為新興產物的出現為中國傳統藝術帶入不同的看法，反之亦然，在追

求攝影技巧的進步之外，傳統藝術也運用在攝影作品之上，尋求如中國繪畫中的

意境與詩意。並將作品發表在各類攝影相關畫報，供讀者觀賞、研究、切磋，將

美術攝影能更為廣泛的流傳，使更多人加入攝影的行列。另外美術攝影的發展也

受時代的影響，追求的效果也有所轉變，本篇並未多加闡述，需待後續深入研究。

                                                      
36 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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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胡伯翔，〈攝影分析渡頭春水〉，《中華攝影雜誌》第 2 期，（1932），頁

62-63。圖版來源：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

北：富凱藝術，2016 年），頁 270-271。 

【圖 5】張建文，〈女性人像攝影之研究〉，《大眾》，第 13 期（1934.11），頁 35-

37。圖版來源：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

富凱藝術，2016 年），頁 298-299。 

【圖 6】《天鵬雜誌》第 3 卷 5 號（1928.11）。圖版來源：陳學聖，《他們的摩登

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富凱藝術，2016 年），頁 155。 

【圖 7】《中華攝影雜誌》第 3 期（1932.8），頁 114-115。圖版來源：陳學聖，《他

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富凱藝術，2016 年），頁 258-

259。 

【圖 8】王勞生，〈在水之湄〉，《良友》第 120 期（1936.09），頁 26。圖版來源：

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富凱藝術，2016

年），頁 122-123。 

【圖 9】郎靜山，〈開簾意轉慵〉，《美術生活》（1937.5），頁 35，照片。圖版來

源：陳學聖，《他們的摩登時代：1911-1949 民國攝影與畫報》（台北：富凱藝術，

2016 年），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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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裕勛齡攝，《慈禧太后扮觀音像》 

 

【圖 2】方山，〈美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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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張景琠，〈畫意的攝影〉 

 

【圖 4】胡伯翔，〈攝影分析渡頭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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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張建文，〈女性人像攝影之研究〉 

 

【圖 6】《天鵬雜誌》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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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中華攝影雜誌》版面 

 

【圖 8】王勞生，〈在水之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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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郎靜山，〈開簾意轉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