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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谭 /
! ! ! !广告的概念，大约产生于公元
!"世纪以前的欧洲。最初是拉丁
词 #$%&%'(%&，意为诱导、吸引人。
到了 !)世纪，由于英国大规模的
商业活动开展，现代意义的广告才
开始流行。而中国，要到 *+世纪
初才开始传入。但有个现象不容忽
视，广告作为宣传商品、推销商品
的功能，是远远早于概念而存在
的，无论东西方均是如此。我大中
华在尚未开国的神农氏时，因为没
有货币，只能依靠实物来完成交
换。《周易·系辞》中记载，当时
就有“日中为市，集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的场
面。这该是最早的实物广告了。
《诗经》 中“氓之蚩蚩，抱布贸
丝”，是用成品交换原料———都是
实物。《晏子春秋》中，对于“悬
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表示不
满，认为实物广告必须诚实。后人
的“挂羊头卖狗肉”便是出于此
典。唐宋以后货物更丰富，类似的
描写更多。今天百货公司大卖场的
橱窗，通过多彩的陈列以吸引购
买，是实物广告的发展延续。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轻
商的国度，但也是产生了陶朱公、
寡妇清这样的大商人和《货殖列传》
这种名作的国度。历史上用诗文对
联这种国粹形式来宣传商品的，可
谓数不胜数。当然也有口头、招牌、
幌子这种较为低端的形式。虽无整
部记载之书，但散见于各种典籍之
中的描写，差不多各朝各代俱有之。

口头广告!招牌!幌子
口头广告最早的出处，有记载

的是姜太公。他在未遇文王时，曾
做屠夫卖过肉，屈原在《天问》中
说其在市场上“鼓刀扬声”。《韩
非子·难一》中的那个兼卖矛与盾
的楚国人也不晚，卖矛时夸耀自己
货色的锋利，“无物不陷”，卖盾
时则吹嘘其坚固，“物莫能陷也”。
大概其时太早，还不懂得把握分
寸。由于口头广告便于使用，古代
的行商走贩，多用高声吆喝来招徕
顾客。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
玉堂春落难寻夫》中，写有个小伙
在集市上叫，“本京瓜子，一分一
桶；高邮咸蛋，半分一个”；《水
浒传》中，杨志卖刀，说自己的宝
刀，“一是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二是吹毛得过，三是杀人不见血”，
功能齐全，特点形象，不用画面，
如见其景，实为口头广告的佳作。
为了更好地吸引注意，且省力又减
少方言隔阂，卖主还往往使用拨浪
鼓、小铜锣等扩大影响。有趣的
是，这种叫卖声落入诗人耳中，居
然化为笔下的佳句，陆游的“小楼
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便是其在春雨淅沥之时，一夜无
眠，听到叫卖杏花之声，始觉天亮
了，真是把口头广告诗化了。
如果说走街串巷的小行商多用

声音招徕生意，那么占地开店的坐
贾则用招牌和幌子来吸引眼球。招
牌历史短一些，何时出现，无法稽
之明文，估计唐代应已有之，而在
两宋已大行于世了。但见那画汴梁
开封的长卷《清明上河图》中，已
出现了大量招牌，粗略一观，已有
药铺、香店、木行、丝绸业诸家，
俱有名色。有家酒肆还在入口处挂
有“正店”二字，颇具生活气息。
当时开封城里有名的酒店菜馆，确
有正店分号之别。这个细节，甚至
被穿越小说所用。另外，宋代的话
本 《京本通俗小说》 中的鬼故事
《碾玉观音》中，写玉匠崔待诏携
女鬼到潭州（今长沙）开了家雕琢
玉器的店铺，“出面招牌，写着行
在崔待诏碾玉生活”。同集故事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生发出去的

《义妖传》等小说，写白娘子帮许
仙在杭州开了家药铺，也有类似的
情节。后来为了扩大知名度，还请
了名人写店招。野史传闻中就有严
嵩、乾隆为店家写招牌的故事。且
把招牌视同名誉，商誉高的称为
“金字招牌”，如有欺瞒顾客不讲诚
信之事，叫做“砸招牌”。

至于幌子广告，资格要老得
多。前文提及的韩非子集子中，还
有篇《外储说右上》，说有个宋国
人开了家卖酒的店，不但量具很公
道，酒的质量不错，待客的态度也
好，而且“悬帜甚高”，这个帜便
是作为幌子的酒旗。幌子的使用有
多种形式，有的用文字，如“米”、
“酒”、“茶”、“书”，当铺则是一
个大大的“當”字。用隐语作暗示
的招幌亦有，如《水浒》中景阳岗
下的酒肆是“三碗不过岗”。蒋门
神抢来的快活林则是“醉里乾坤
大，壶中日月长”。有的是实物，
一般是卖什么挂什么，如帽、麻。
易坏的鲜物则用木制，如鱼、虾。
也有借代的，如葫芦代酒，盛油的
油瓶代油，等等。
有个有意味的现象，幌子招客

本是文人雅士以为俗的商业之举，
但却喜将其化入风雅的诗画之中。
韦应物有“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
彩帜邀上客”之句，辛弃疾则描写
了“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
人家”。杜牧不但发现了“水村山
郭酒旗风”，还在清明时节思饮寻
酒家而问及牧童，“牧童遥指杏花
村”，定是指酒旗。
说到画，《宣和画谱》载，宋

徽宗最喜招民间画士入宫比试，要
求以诗句入画。一次以“竹锁桥边
卖酒家”为题。得魁首者之画，只
有小桥流水，茂密竹林，绿叶林梢
高处，悬一写着“酒”字的招帘，
并无酒家实体出现，深得“锁”字
之妙。此画不但入画史，亦成了如
今高校艺术专业的教材。可见中国
文化中酒、诗、画广告结合的强大。

诗文与对联
中国的商人一旦做大了，多喜

以儒自居，与文人雅士相交往，当

然也会用诗文、对联这种风雅的形
式来点缀自己的商业行为。南朝梁
代的吴均给朋友写了一信，描绘了
富春江沿岸的风光，被认为是中国
山水之作的始祖文章。如今，自富
阳到桐庐这“一百许里”之中大大
小小的宾馆饭店，都悬挂张贴着用
各种字体书写这篇文章的作品。吴
均先生大概不会想到，他的这篇文
章会成为后世的广告用品。

诗歌自唐以后，咏物之作甚
多，但一般均为托物言志或是言
情，主体是人而非物，唯有李白的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
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
他乡。”主角纯是作为商品的美酒。
诗仙酒诗之作可谓车载斗量。《将
进酒》、《月下独酌》等脍炙人口
千余年，但唯独这首《客中作》最
为酒商所重，现在有不少酒厂在产
品包装盒印上此诗作。

还有现在的茶叶盒上，多印着
卢仝的七碗茶诗。晚唐诗人卢仝得
到朋友送的新茶，欣喜地写了一首
长歌寄友，内中有一段是喝茶后的
感受，从第一碗的“喉吻润”，“二
碗破孤闷”。直到“六碗通仙灵”，
七碗喝下后是“唯觉两腋习习清风
生”，直接登仙飞升而去也。此处所
述诗文，作者原意不为笔下之物广
而告之，不过是为后人所“利用”。

只有苏东坡倒是确确实实写了
首广告诗。子瞻先生一生不肯仰俯
由人，却又善于诗化生活。尽管仕
途坎坷，贬谪之广、之远、之长，
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从来随遇而安，
反而因走遍天下更增阅历。所到之
处，写的风光诗文，俱成后代重要
的旅游资源。而且，他不但琴棋书
画诗酒花样样精通，还是美食家，
多样美食入其吟讴，不过多属赏鉴，
只有一诗是推荐。相传，东坡先生
谪居海南时，有个老太太制饼甚佳。
然因地僻人稀，生意清淡。老太慕
苏东坡之名求上门来。苏学士欣然
题曰：“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
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
佳人缠臂金。”该店顿时名声大振。
直至今日，多有饼家用此诗徕客。

风雅的广告载体，还有对联。
对联始于五代末期。由于中国文化
素重对仗，早在 《易经》 中已有
“水流湿，火就燥”之句。魏晋骈
体更重俪偶，唐代格律诗，对偶已
然大成。故对联一取得独立的地
位，立刻大行于世，几乎深入到了
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种介绍行业
特点，张贴于店门或店堂的对联，
可做广告之用。说行行出状元未
必，行行有对联倒是真的。无论从
何角度来看都是佳作的，不在少
数。如杭州西湖边有家兼作茶馆的
酒店，有联曰，“为名忙，为利
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
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再倒二
两酒来。”对仗工稳，文浅意深，
雅俗共赏。从广告的角度而言，还
对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做了暗示。而
且，“喝了茶去”还是佛教机锋。
车马店多习用“未晚先投宿，鸡鸣
早看天。”却见有家旅馆用的是温
庭筠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

桥霜。”顿觉老板不俗。理发业是
满人入关后才兴于汉地的，其联，
“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操天下头等大事，做人间顶上功
夫”。颇具自信。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进入中

国，增加了许多行业，随之也出现
了新的行业联：“五湖四海，无远
弗及；九州万国，有线皆通”是电
话业。“仁者不以人为力，列子乃
御风而行”，据说是张謇为南通汽
车行所撰。张之洞还为纺织业题联
“经纶天下，衣被苍生”。在现代金
融未进入中国时，我国只有钱庄，
用联“常将有日思无日，每到取时
想存时”。给银行储蓄所用亦可。另
有一联可令人捧腹，“双手劈开生
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所传是朱
元璋为一兼作阉匠的屠户所作。

字画"观念的革命
作为艺术品的字画，何时能够

进入商品之列而自由买卖，实在无
从稽考。自古以来，文人雅士的诗
文字画是逸品，而钱是俗物，两者
岂可并列。中唐时，尊长谢世要请
人写墓志铭。写的人官位文名越高
则越有面子，当然付出的代价也越
大。韩愈因此赚了不少钱，却一直
被人讥讽为“谀墓”。他的弟子皇
甫湜为宰相裴度写了福佑寺碑，已
经得到了不菲的报酬，还不满意，
说自己的文章有三千字，每字要三
匹绢，裴度只得又增加了一批财
物。不过，从未有人说皇甫湜是为
了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人称
赞裴宰相的大度。在《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中，已经是风气大开，
买卖字画成常态的晚清时期，依旧
嘲笑要钱认真、不见润笔不动笔的
画家胡公寿。可见积习之深。
中国的书法可以说是最早的艺

术品了，魏晋时期的宗教画、唐代
的人物画、宋朝的山水画均臻大
成，产生的大师级人物可谓多矣，
然在《辞海》中，只有找到元末自
号饭牛翁的王冕，说他“卖画为
生”。《儒林外史》也有描写他从
小为人放牛，自学画荷，后以此为
生的故事。不过买他画的都是慕名
而来，包括官府，却不曾见其为自
己的作品广而告之。连经手人扣克
了一半，也不知“维权”。
到了城市成熟，商业繁荣，市

民阶层壮大的明代中叶以后，对字
画的需求量大增。文人固然如同宋
人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描写的
那样，既想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繁
华，又向往山林田野的自由，于
是，山水画变成其不可或缺的生活
补充；而富商巨贾要附庸风雅，也
需要用字画来装点豪宅。这就让书
画作者的地位鹊起，著名的唐伯虎
便自豪地宣称，“闲来画幅青山
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为了卖字
画而“维权”之举不但不被看成世
俗，还当成了美谈。那位与唐伯虎
并称江南才子的祝枝山，对外开出
的润格是长歌一首，纹银三百两。
杭州太守何晋贤，有幅《柳堤送别
图》，画的是岸边系舟正解缆，舱

中坐一书生。岸上四围杨柳，几个
鸣禽，当中一美人相送，有依依惜
别之情形。请允明先生题诗一首，
但只送了一百两银子。祝枝山便写
了“东边一棵大柳树，西边一棵大
柳树，南边一棵大柳树，北边一棵
大柳树”，便遣人送还。这四句直
白歌谣谁都能诌，岂非涂坏了一幅
画？交涉之下，江南第二才子回
答，只给了润例的三分之一，诗也
只有这几句，若补足，自然让太守
满意。均以为这四句俚歌之下如何
接续？何长官一口答应，二百两纹
银乃小事，只要能化堆垛为烟云，
还另备宴席请客。见面寒暄之后，
提笔挥毫道，“任凭你南北东西，
千丝万缕，总系不得郎舟住。这边
啼鹧鸪，那边唤杜宇，一声声行不
得也哥哥，一声声不如归去。”才
子之笔，果然不同，不但何太守拍
案叫绝，民间也传为佳话。

注定要上中国广告史的，是郑
板桥。扬州八怪中以其艺术成就最
高，影响最大。,!岁时从潍县县令
任上返乡，孑然一身，卖书画为生。
,-岁时（公元 !-".年），一反传统
润例只是口耳相传、约定成习的惯
例，公开打出“大幅六两，中幅四
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
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
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
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
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
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
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
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
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己卯，拙公
和尚属书谢客”的告示。态度决绝，
意思清楚，告之以情，晓之以理，
显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差不多
同时成书的《红楼梦》中，刘姥姥
听闻大观园中一次消遣性的东
道———螃蟹宴要花费二十二两银子
时，感慨道，“阿弥陀佛，这顿银
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书中交
代，刘姥姥没儿子，跟着女儿女婿
过活，还有两个孩子，有房子有地，
约是中农。郑板桥四张大幅便超过
这等人家一年开销，可见其主要的
“客户”，应是官僚富商、乡绅地主
和上层的城市平民。而且，还学了
先辈的机智。当时，龙虎山上张真
人，颇得乾隆垂青。入京后路过扬
州，当地的富商欲逢迎奉承，特制
了长有丈余，宽达数尺的大纸，请
郑板桥书一对联并撰句。因其远超
大幅的标准且需撰句，开价一千，
来人只付五百。板桥先生不假思索，
挥笔在纸上立成上联，“龙虎山上
真宰相”，来人称善并请教下联，笑
答曰，润笔只有一半，自然联语亦
然。来人只得如数奉上，这才成就
了下联，“麒麟阁内活神仙”。
郑板桥的广告，是确立了书画

作品的经济价值的独立性。对于文
人口不言钱的传统观念，是个革命
性的改变，开创了一代新风。可以
想象，当时有多少人对此鄙夷甚或
诋毁，然而赞许者更多，在微笑中
接受了新的观念。不过现在有人把
书画当成雅贿的工具和敛财的手
段，大约是板桥先生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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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广告之一种!"清明上河图#中$已出现了大量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