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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忠澄黑影畫初探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林思伃 

摘要 

 陶忠澄（1908-1967）為活躍於 1930年代的職業畫家，描繪內容題材多元，

刊載於雜誌報刊上的內容包含時裝設計、廣告、男女情愛及政治等題材的插圖，

也有短篇連環漫畫。陶忠澄所開設之忠澄美術社除了接案繪製圖畫外，更以「黑

影畫」作為特色商品，盛行一時，並於當時所刊載的《中華圖畫雜誌》中廣告宣

傳黑影畫作品。 

本文將以陶忠澄「黑影畫」作品繪製為題，探討黑影畫是否為陶忠澄獨創之

繪畫技巧？參考「黑影畫」一詞於其他報刊中的技法解釋，及黑影畫於當時帶動

的熱潮，進一步探究黑影畫與黑像攝影之間的關聯性。再參照當時陶忠澄於雜誌

中所描繪的時裝廣告對於「黑影」的應用，與該時代其他畫家的時裝廣告是否有

所不同，及時人在攝影畫面中對於「影」的呈現與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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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忠澄（1908-1967）為民國時期藝術家，藝術創作內容多元，1920年代末

期到 30年代以繪畫創作為主，1940年以後則改名陶賢開始編導越劇，筆者依循

當時報刊雜誌之紀錄，建構出陶忠澄生平資料及創作經歷。 

陶忠澄於民國十三年（1924）錄取交通部南洋大學附屬中學，1 並在民國十

五年（1926）離校，2 關於其生平資料記錄甚少，僅於天津商報畫刊【圖 1】中

有較詳細記載。陶忠澄為上海藝術專科學校畢業生，師從王一亭（1867-1938）學

習傳統詩畫，除了在三育學校教學之外，亦擔任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畫師，
3 並與翟依雲（生平不詳）共同創辦石佛畫社，專門繪製廣告佈景等項目。4 在

1928 年 9 月 22 日《申報》〈三育學校注重圖畫〉的教育消息中提到「閘北恒通

路私立三育學校，近年來辦理異常良善，主事姚君，對於各種課程頗爲關心。本

學期報名投考者，尤爲踴躍。姚君爲提高學生藝術思想起見，特騁名畫家陶忠澄

君担任該校圖畫教員。上課以來，成績頗佳云。」5 ，可確認陶忠澄最早於 1928

年便已經開始在三育學校授課。 

在 1928 年的《申報》上亦有陶忠澄繪畫潤例的紀錄，6 為了刺激作品銷售

更以贈畫的形式行銷，7 並有一篇由周世勳（生平不詳）所書寫的〈記陶忠澄君

之畫〉，文中提到「白門陶忠澄君，年少工畫，為我鄉後起畫家之一，畫法宗寫

意派，用筆極高超，毫無時下畫匠俗氣。去年春間，君復進一步習西洋畫於新華

藝術大學，進步神速……」8 ，先向讀者簡單介紹陶忠澄的作品風格，及兩人談

畫論藝的交情，文末再替陶忠澄宣傳贈畫活動。同時，陶忠澄也是集雲畫會的會

員，除了籌辦展覽更參與展出，如 1928年 11月 21日集雲畫會在中央大學區通

俗教育館所舉辦的第五次展覽會，參展作品〈松柏延年〉等三幅畫作曾刊登於

1928年 12月 2日、9日的《圖畫京報》，9 由參與的活動紀錄推測這段時間陶忠

澄以創作中國傳統繪畫為主。 

                                                       
1 〈交通部南洋大學錄取新生揭曉〉，《申報》，1924年 8月 17日，頁 2。 
2 〈歷年同學在校久暫統計表〉，收入作者不詳，《交通大學校友錄》（出版地不詳：交通大學出

版，1936），頁 172，收錄於「尚儀近代華文書籍暨圖像資料庫」：

<http://www.mgebooks.com/detail.aspx?id=107879>（2021/6/20檢索）。 
3 〈美術家陶忠澄君與徐女士訂婚儷影〉，《天津商報畫刊》2卷 41期，1931年 7月 19日。 
4 〈石佛畫社開幕〉，《申報》，1928年 5月 14日，本埠增刊。 
5 〈三育學校注重圖畫〉，《申報》，1928年 9月 22日，頁 3。 
6 〈陶忠澄花卉潤例〉，《申報》，1928年 9月 6日，本埠增刊。 
7 〈求陶忠澄畫者之踴躍〉，《申報》，1928年 8月 4日，本埠增刊。 
8 周世勳，〈記陶忠澄君之畫〉，《申報》，1928年 8月 3日，本埠增刊。 
9 參見〈集雲畫會五展出品之三〉，《圖畫京報》36期，1928年 12月 2日；〈集雲畫會五展出品

之五、八〉，《圖畫京報》37期，1928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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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30年後，陶忠澄則多活躍於雜誌等刊物，繪製內容包含漫畫及廣告，

作品主要在《民眾生活》、《機聯會刊》與《中華圖畫雜誌》這三本刊物上有持續

的刊載，同時期也有在其他報刊中刊登攝影作品及劇本創作，是位創作多元的藝

術家。並且設有忠澄美術社，關於美術社的紀錄，最早可見於 1932年的《申報》

〈忠澄美術社附設國貨宣傳部〉一文，內容寫道「忠澄美術社為振興國貨起見，

特附設國貨宣傳一部，凡國貨工廠像該社國畫宣傳部定製各種宣傳畫件，價目特

別克己，以示優待。」10 ，也說明陶忠澄與眾多國貨廣告創作的關聯性。 

一、刊載於雜誌上的黑影畫 

陶忠澄首先連續刊載於《民眾生活》，此雜誌內容包含小說、批評、政治、

社會、生活狀況等種種適合一般市民消遣閱讀的題材，創作自 1930 年第七期開

始至 1931 年六月停刊，期間持續創作不同系列的連載短篇漫畫，及都市男女愛

情、時裝設計等插圖。同年亦開始為上海機制國貨工廠聯合會（上海機聯會）所

出版的《機聯會刊》，描繪一系列國貨商品的廣告插圖。 

而陶忠澄的繪畫作品刊登於《中華圖畫雜誌》則是由 1931 年第六期開始，

一直持續到 1933 年第二十一期，負責漫畫專欄之外也畫時裝廣告插圖，漫畫專

欄的題材多與男女情愛或是政治時事相關聯。其中較為特別的是 1932 年十月出

版的第十三期漫畫專欄，下方版面多了「黑影畫，陶忠澄作」的醒目標題，更如

此寫道「黑影畫為上海白克路修德里六七二號忠澄美術社最近新作品，不用顏色、

不用線條，僅以單純的黑色描繪對象最動人的美，點驟視之。雖似黑漆一團卻另

有意趣，為美術品中別闢蹊徑之作，用作室內陳設尤覺別緻，在靜安寺路馬霍路

口美美公司，及蓬萊市場春及堂兩處陳列以來，定購者甚為踴躍云」11 ，一旁則

圍繞了三幅黑影畫，內容分別為兩個孩童追逐一隻小狗的〈天真時代〉【圖 2】、

《西廂記》人物故事場景〈古裝畫西廂故事張君瑞戲紅娘〉【圖 3】，及坐姿女性

人物〈模特兒〉【圖 4】。 

接著於 1933年三月出版的第十七期《中華圖畫雜誌》，是陶忠澄繼第十三期

之後，第二次在雜誌中刊載黑影畫，作品為三幅分別佇立於中國亭臺樓閣中的女

子〈湖心垂釣〉【圖 5】、〈倚欄迎涼〉【圖 6】、〈桐蔭待月〉【圖 7】，這些女子彷彿

都若有所思地做著不同的活動，畫作的命名也為畫面增添高雅的韻味。而後是黑

影畫最後一次的刊載，於第二十一期中的四幅作品，分別為一女子於室內焚香操

琴的姿態〈操琴〉【圖 8】；顯現夫妻情深的〈畫眉〉【圖 9】；而〈聽蕭〉【圖 10】

畫面中的男子所配戴的冠飾與項鍊，則能使觀者聯想到《紅樓夢》的典故；最後

                                                       
10 〈忠澄美術社附設國貨宣傳部〉，《申報》，1932年 5月 6日，頁 3。 
11 〈黑影畫陶忠澄作〉，《中華圖畫雜誌》13期（1932.1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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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西廂記》中的典故〈酬簡〉【圖 11】。 

 而陶忠澄早於 1932年 6月 18日便在《申報》上刊登廣告，〈忠澄美術社發

明黑影畫〉文中同樣提及「……最近發明黑影畫一種，為新式家庭中之裝飾

品……」12 ，可得知陶忠澄以「發明」黑影畫，與「新式家庭之裝飾品」作為吸

引觀眾的方式，並且也運用《中華圖畫雜誌》來廣告黑影畫作品。接續更於八月

份的《申報》上以「古裝黑影畫出世」為題，內文說道「忠澄美術社，自發售黑

影畫以來，頗受各地愛好美術者之歡迎。茲應各界之要求，特製古裝畫，如張生

跳牆、黛玉葬花、麻姑獻壽、無量壽佛等十餘種，用西方畫法，表現東方美術，

此爲首舉。價目亦頗克已聞靜安寺路口美美公司，及呂班路霞飛路口美最時公司、

均有出售云」13 ，顯現黑影畫之內容題材多元，能夠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融合到

黑影畫的創作當中。 

到了同年十一月份的《申報》廣告上則寫道「……現已出現五十餘種、有古

裝、時裝、愛情、兒童游戲、模特兒、佛像等，畫之大部份用黑色表現，僅以一

小部份塗以彩色，此種彩色，聞係該社主任陶君用化學方法製成、美麗耀目、經

久不變……」14 說明陶忠澄的黑影畫創作，已衍生出多達五十多種題材內容以供

顧客選購，但以筆者目前翻閱的資料，並未找到有著色的黑影畫，僅有第十三期

中出現的三幅作品【圖 2】、【圖 3】、【圖 4】，於黑影人物下方加上一層灰階疊影，

其餘刊登在《中華圖畫雜誌》的黑影畫作品皆是以單層黑影呈現。 

關於黑影畫的創作技法，陶忠澄並未於報刊上多加敘述，不過其後人韓聰曾

在〈與越劇的不解之緣—回憶外公陶賢〉中提及黑影畫的製作方式，首先使用黑

色油漆畫在玻璃背面，再以三夾板作為背框，並使用水粉顏料描繪背景，而玻璃

與三夾板之間留有空隙，可使畫面展現出生動的立體感。15 文中明確的論述陶忠

澄描繪黑影畫的媒材及方式，雖未論及黑影畫作為室內裝飾品的尺寸大小，但在

玻璃上創作的黑影畫保存不易，或許也是少有作品流傳至今的緣故。 

陶忠澄曾於廣告敘述中以「發明黑影畫」作為刺激買氣的標語，但「黑影畫」

一詞在 1930年的《少年雜誌》，由酉星所著述的〈一種易學的圖畫—黑影畫〉中

便已提到，文章內對黑影畫有著淺顯易懂的敘述，因為黑影畫看起來簡單，但又

帶著神祕的力量，容易引起人的幻想而受到歡迎，文中也對如何描繪黑影畫提出

了教導步驟「先把畫底的輪廓繪好—要清晰而且準確—再用墨汁把輪廓的內部塗

黑起來，一點不需用濃淡和深淺，全張黑影畫便成功了」16 。更建議初學者除了

                                                       
12 〈忠澄美術社發明黑影畫〉，《申報》，1932年 6月 18日，頁 4。 
13 〈古裝黑影畫出世〉，《申報》，1932年 8月 3日，頁 4。 
14 〈黑影畫〉，《申報》，1932年 11月 22日，頁 4。 
15 韓聰，〈與越劇的不解之緣—回憶外公陶賢〉，《新華月報》23期（2015.12），頁 88-90。 
16 酉星，〈一種易學的圖畫—黑影畫〉，《少年雜誌》20卷 4期（1930.04），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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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以筆墨描繪之外，也可以利用相片或圖版做為畫題，將白紙覆蓋於上方勾勒

出輪廓線後，再將內部以黑墨填滿即可。如此呈現黑色剪影效果的繪畫，最早刊

載於 1928年的《北洋畫報》，一系列名為「黑白畫」的插圖當中，如〈醉花陰脫

綉鞋〉【圖 12】這樣富有裝飾性的插圖，雖然沒有繪者名稱及圖樣解釋，但畫法

同樣是描繪出人物的輪廓並以黑墨塗滿。 

由上述可得知，陶忠澄並非是「發明」黑影畫的第一個人，廣告中的「發明」

所指或許是將黑影畫描繪於玻璃上的室內裝飾畫商品。並且黑影畫亦可稱為黑白

畫，不過在題材內容的選擇上，陶忠澄將東方典故運用黑影畫描繪，確實是新穎

的做法，並且能夠以簡潔明確的筆法將人物輪廓表現出來，也是陶忠澄黑影畫廣

受歡迎的一大原由。 

 除了室內陳設的玻璃黑影畫，陶忠澄也將黑影畫運用於廣告創作中，如 1946

年刊載於《申報》，為上海機聯會所設計的國貨連環圖畫廣告，便使用黑影畫作

為配合文字內容的插圖，而將剪影應用於近代廣告中的表現形式，為當時新穎的

發明之外更沿用至今，17 如第一套作品〈抗戰夫人到上海〉【圖 13】，圖畫中生

動的人物剪影，圖文並茂的故事情節吸引消費者觀賞，也達到宣傳國貨商品的目

的。 

二、黑影畫與攝影之關聯 

 對於黑影畫所引起的風潮，也可見於 1934 年《柯達雜誌》中的敘述「近來

市上風行一種完全黑影的圖畫，看去似乎是人物在白壁上的投影，很有許神秘而

耐人尋味有風韻。在人像照相未發明之前，早就有許多藝術家把黑紙剪成人物側

面形，維妙維肖，貼在一張白紙上：這便是黑像（Silhouette）的起源」18 ，說明

黑影畫流行的情況，與黑像及攝影之間的關聯性，更在文中教導讀者如何拍出黑

像照片，若是裱裝起來也能掛在牆壁上做室內裝飾，或是做為點綴貼在相冊中。 

 雖然無法確認黑影畫起始於哪一個年代，不過黑影畫與黑像攝影兩者的畫面

表現是極為相似的，只是創作媒材不同而有所區別，而最早對於黑像攝影的教學，

則出自於 1911年的香港刊物《東方攝影》中的〈怎樣攝黑像（上）〉一文，文中

教導黑像的光源、配置及曝光，如果在氣候不佳的情況進行拍攝，最佳的題材便

是攝黑像了，在陽光下的黑像即使沒有白幕，也能依靠天空的光亮襯出物體的黑

影；若是在陰天的情況下要拍攝黑像，則要以很快的曝光完成，當然最重要的仍

                                                       
17 趙琛，《中國近代廣告文化》（長春：吉林科技，2000），頁 242。 
18 〈照相的黑像〉，《柯達雜誌》5卷 12期（1934.1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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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畫面構圖及輪廓分明。19 在 1928年《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中，便有謝雲廠所

撰述之〈黑像攝影〉，20 在文中簡短介紹如何布置攝影機及拍攝黑像的步驟。 

而《柯達雜誌》從 1930年創刊起至 1937年停刊期間，對於黑像攝影也有諸

多的討論，除了操作技法的教學之外，並繪有鏡箱擺設布置圖【圖 14】，及黑像

攝影作品【圖 15】供讀者參考，更說明「純粹黑像之美妙，在於輪廓判然，無濃

淡之影紋，而無窮的濃淡即在其中，最為耐人尋味」21 ，《柯達雜誌》在 1936年

三月份的月賽，便以「黑像」為題，其中部分攝影作品效果更近似於黑影畫，如

【圖 16】中追逐蝴蝶的孩童，【圖 17】中對坐於燈下談話的兩位女子，【圖 18】

中兩位佇立於圍籬下的女子，由這三幅攝影作品猶如黑影畫的表現方式，可見兩

者之關聯性，以及黑像攝影在當時攝影界之熱門程度。 

 1936年一篇刊載於《小朋友雜誌》上的文章，為程玖所著述之〈圖畫講話—

黑影畫〉，與作為青少年讀物的《少年雜誌》相似，《小朋友雜誌》的閱讀受眾為

小學中高年級的學生，相較於酉星〈一種易學的圖畫—黑影畫〉，程玖以更為簡

單的方法講述描繪黑影畫的步驟。文中提到黑影畫亦可稱為「影繪」，而描繪黑

影畫最重要的是對於輪廓的掌握，除了將所描繪之人物塗黑，亦可將描繪人物留

白而背景塗黑如【圖 19】，呈現相反的效果；但若嫌棄全黑或全白過於單調，也

可以在黑色中襯出一些白色來【圖 20】。22 這樣將背景塗黑的表象效果，陶忠澄

也曾繪於 1935年《機聯會刊》之封面，分別為運用白色線條描繪樹石輪廓的〈登

峰造極〉【圖 21】；與運用白色線條勾勒出人物，再於衣物填上色彩的〈無量壽

佛〉【圖 22】，兩幅作品皆以黑墨為底，結合中國傳統繪畫的呈現，不同於以往陶

忠澄刊載於《中華圖畫雜誌》的黑影畫作品，屬於其創作中較為特別的兩幅畫作。 

三、陶忠澄作品變化與黑影應用 

 除了黑影畫之外，陶忠澄亦描繪時裝、廣告設計、男女情愛及政治等題材之

插圖，內容多變皆可靈活發揮。由最早 1930 年刊登於《民眾生活》中的服裝設

計〈初秋之裝〉【圖 23】、〈新裝〉【圖 24】，與 1932年刊載於《中華圖畫雜誌》

新裝設計〈閨秀冬裝〉【圖 25】、〈秋季摩登新裝〉【圖 26】相互做比較，可發現

陶忠澄在兩年之間的繪畫風格差異，前期所描繪的女性身軀較為纖長，並且五官

面容相對簡單【圖 23】；在【圖 24】中開始仔細描繪雙眼及唇部，能看出這個時

期陶忠澄對於面容的勾勒，還在進行多方嘗試；到了 1932 年以後，有明顯差異

                                                       
19 鄺強，〈怎樣攝黑像（上）〉，《東方攝影》6期（1911），頁 23。 
20 謝雲廠，〈黑像攝影〉，《中國攝影學會畫報》3卷 130期（1928.03），頁 239。 
21 〈君之鏡箱已盡所能否？君之攝影已盡所長否？〉，《柯達雜誌》3卷 5期（1932.05），頁 5。 
22 程玖，〈圖畫講話—黑影畫〉，《小朋友雜誌》698期（1936.03），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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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圖 25】中的女性面容，畫面中的兩位女子一站一坐，眼神撫媚地看向其他

地方；而【圖 26】中的女子則勾起脖子上的珍珠項鍊仔細端倪，透過四幅不同時

間所描繪之新裝廣告，可發現陶忠澄在《中華圖畫雜誌》時期，已對描繪女性之

神情姿態，有了準確的掌握。 

 陶忠澄所描繪之人像，在《中華圖畫雜誌》中較為特別的情況是，於【圖 25】、

【圖 26】畫面中的時裝女性後方，皆描繪一層淺淺的黑影，而這樣的描繪方式與

同時代的畫家葉淺予相同，如刊載於《良友》畫報及《上海漫畫》中的時裝廣告

〈少女應用之便裝〉【圖 27】及〈春裝〉【圖 28】中見到，雖然並非每一幅繪畫

中的人物皆會加上黑影，但筆者認為這樣的黑影效果，如同攝影照片中經由燈光

照射所產生的黑影。而這樣的攝影方式早就應用於歐美的時尚攝影中，如〈美國

明星化的新裝束〉【圖 29】，及 1931年《中國攝影學會畫報》中所刊登的一幅女

性攝影作品【圖 30】，一旁便寫道「上圖背景配光都很別緻，除人像外更多出一

個黑影襯著，使這張照片增色不少」23 ，可得知在人像攝影中，除了背景與光線

之外，黑影的陪襯也能為照片加分。1936年的《柯達雜誌》也對於各式「影」的

應用提出論述，其中描述「所謂黑影，便是物體投射在地面、牆上、以及其他不

透明體上所成的影子，日常攝影都可見到，在照片中也佔極重要的地位。黑影的

方向和長短，往往是照片成敗的關鍵」24 ，提醒拍攝者注意黑影的方向與長短，

若運用得宜除可增添畫面中的深邃感之外，更能夠凸顯主體。 

 參照 1931年刊登於《良友》畫報中的組圖〈歐美流行夏季時裝〉【圖 31】、

【圖 32】，可見攝影師對時裝模特兒照射的燈光，分別在畫面右側照出深淺不同

的影子，這樣由打燈所製造出的黑影，跟葉淺予及陶忠澄在畫面中，為展示服裝

設計的女性所描繪的黑影，同樣具有突顯主體的效果。畫師以攝影照片為母本描

繪畫作，是月份牌發展以來常見的手法，到了 1920-30年代，大量的西方雜誌進

入中國後，藝術家以西方雜誌中的攝影為題材靈感而創作，更是極為常見的情況，

能推測陶忠澄在創作時裝廣告設計時受時裝攝影之影響。 

結語 

 關於陶忠澄的生平著述，較多圍繞在改名為陶賢之後，編導越劇的工作經歷，

對於其 1930 年代前後的繪畫創作則是簡略帶過，筆者透過爬梳民國時期的報刊

雜誌，整理陶忠澄的生平，對於其學習歷程有更多貼近真實的了解。由陶忠澄參

加集雲畫會與繪畫潤利的紀錄，可得知陶忠澄以傳統書畫作為起始點，同時更創

辦畫社繪製廣告，在 1930 年代後便以漫畫、插圖、廣告設計等創作活躍於報刊

                                                       
23 滬江照相樓攝贈照，《中國攝影學會畫報》6卷 281期（1931.03），頁 242。 
24 〈反影．倒影．黑影〉，《柯達雜誌》7卷 7期（1936.07），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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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雜誌出版品之中。 

 雖然陶忠澄並未詳述《申報》廣告中所提及的「西方畫法」為何種技法，不

過黑影畫「用西方畫法，表現東方美術」的觀念，也確實延續新文學運動的理念，

透過學習來自西方的表現技法，內化後融合中國傳統文學內容，作為黑影畫的題

材，也讓黑影畫廣受市場歡迎，爾後陶忠澄更將黑影畫靈活運用在廣告領域。黑

像作為一種攝影技法的表現方式，在當時的攝影界中並非前所未見，但相關的討

論卻寥寥可數，在黑影畫出現引起風潮後，黑像攝影才又重新受到關注，《柯達

雜誌》更將黑像攝影作為月賽主題吸引讀者參加，同時期更有許多雜誌刊物提出

黑影畫教學，可見時人對於黑影效果呈現的興趣與風潮。 

或許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陶忠澄並不算當時活躍的漫畫家之一，但現今留

存的報刊雜誌中，仍有許多屬名為陶忠澄的畫作，包含不同內容風格與題材，可

見其繪畫作品的多元與高產，並以別樹一幟的玻璃室內裝飾「黑影畫」作品，凸

顯出不同的繪畫巧思，在漫畫盛行的時代中留下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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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19】程玖，〈圖畫講話—黑影畫〉第四圖，《小朋友雜誌》698期（1936），

頁 20。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0】程玖，〈圖畫講話—黑影畫〉第五圖，《小朋友雜誌》698期（1936），

頁 20。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1】陶忠澄，〈登峰造極〉，《機聯會刊》118期（1935），封面。圖版來

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2】陶忠澄，〈無量壽佛〉，《機聯會刊》122期（1935），封面。圖版來

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3】陶忠澄，〈初秋之裝〉，《民眾生活》1卷 11期（1930），頁 20。圖版

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4】陶忠澄，〈新裝〉，《民眾生活》1卷 24期（1931），頁 7。圖版來源：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5】陶忠澄，〈閨秀冬裝〉，《中華圖畫雜誌》10期（1932），頁 26。圖版

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6】陶忠澄，〈秋季摩登新裝〉，《中華圖畫雜誌》12期（1932），頁 17。

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7】葉淺予，〈少女應用之便裝〉，《良友》25期（1928），頁 33。圖版來

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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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葉淺予，〈春裝〉，《上海漫畫》104期（1930），頁 4。圖版來源：民

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29】第一國家影片公司攝，〈美國明星化的新裝束〉，《中國攝影學會畫

報》4卷 178期（1929），頁 1。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30】滬江照相樓攝贈照，《中國攝影學會畫報》6卷 281期（1931），頁

242。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31】〈歐美流行夏季時裝：暗色呢衣白帽白手套及白鞋色調上下照應〉，

《良友》60期（1931），頁 18。圖版來源：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

（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圖 32】〈歐美流行夏季時裝：領緣及袖口作白色與黑身反映成趣額前罩以半

截面網爲巴黎流行之新裝〉，《良友》60期（1931年），頁 18。圖版來源：

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網址：

<https://www.cnbksy.com/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2&isProduct=false>

（2021/8/26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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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美術家陶忠澄君與徐女士訂婚儷

影〉，《天津商報畫刊》2卷 41期，1931年

7月 19日。 

 

【圖 2】〈天真時代〉，《中華圖畫雜誌》13

期，1932。 

 

【圖 3】〈古裝畫西廂故事張君瑞戲紅娘〉，

《中華圖畫雜誌》13期，1932。 

 

【圖 4】〈模特兒〉，《中華圖畫雜誌》13期，

1932。 

 

【圖 5】〈湖心垂釣〉，《中華圖畫雜誌》17

期，1933。 

 

【圖 6】〈倚欄迎涼〉，《中華圖畫雜誌》17

期，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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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桐蔭待月〉，《中華圖畫雜誌》17

期，1933。 

 

【圖 8】〈操琴〉，《中華圖畫雜誌》21期，

1933。 

 

【圖 9】〈畫眉〉，《中華圖畫雜誌》21期，

1933。 

 

【圖 10】〈聽蕭〉，《中華圖畫雜誌》21期，

1933。 

 

【圖 11】〈酬簡〉，《中華圖畫雜誌》21期，

1933。 

 

【圖 12】〈醉花陰脫綉鞋〉，《北洋畫報》6

卷 260期，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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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抗戰夫人到上海〉，《申報》，1946年 5月 11日。 

 
【圖 14】〈黑像攝影布置圖〉，《柯達雜誌》1卷 4期，1930。 

 

【圖 15】閃光，〈黑像美〉，《柯達雜誌》3

卷 4期，1932。 

 

【圖 16】編號 2，薛子江作，f.11 半秒、

萬利軟片及強光燈，《柯達雜誌》7卷 5期，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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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編號 10，楊延齡作，f.4.5 1秒、

萬利 100支光燈一盞，《柯達雜誌》7卷 5

期，1936。 

 

【圖 18】編號 11，金哲純作，f.11 1/50秒，

《柯達雜誌》7卷 5期，1936。 

 

【圖 19】程玖，〈圖畫講話—黑影畫〉第四

圖，《小朋友雜誌》698期，1936。 

 

【圖 20】程玖，〈圖畫講話—黑影畫〉第五

圖，《小朋友雜誌》698期，1936。 

 

【圖 21】陶忠澄，〈登峰造極〉，《機聯會

刊》118期，封面，1935。 

 

【圖 22】陶忠澄，〈無量壽佛〉，《機聯會

刊》122期，封面，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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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陶忠澄，〈初秋之裝〉，《民眾生

活》1卷 11期，1930。 

 

【圖 24】陶忠澄，〈新裝〉，《民眾生活》1

卷 24期，1931。 

 

【圖 25】陶忠澄，〈閨秀冬裝〉，《中華圖畫

雜誌》10期，1932。 

 

【圖 26】陶忠澄，〈秋季摩登新裝〉，《中華

圖畫雜誌》12期，1932。 

 

【圖 27】葉淺予，〈少女應用之便裝〉，《良

友》25期，1928。 

 

【圖 28】葉淺予，〈春裝〉，《上海漫畫》104

期，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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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第一國家影片公司攝，〈美國明星

化的新裝束〉，《中國攝影學會畫報》4 卷

178期，1929。 

 

【圖 30】滬江照相樓攝贈照，《中國攝影學

會畫報》6卷 281期，1931。 

 

【圖 31】〈歐美流行夏季時裝：暗色呢衣白

帽白手套及白鞋色調上下照應〉，《良友》

60期，1931。 

 
【圖 32】〈歐美流行夏季時裝：領緣及袖口

作白色與黑身反映成趣額前罩以半截面網

爲巴黎流行之新裝〉，《良友》60期，1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