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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穉英的模特原型來源分析

喬監松*　莫小也**

  * 喬監松，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碩士研究生。

** 莫小也，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

澳門藝術博物館於2008年舉辦“摩登戒體”

的民國廣告畫展覽，筆者有幸參觀了此次展覽，

為民國時期廣告畫家的畫面所打動，尤以當時執

牛耳之畫家杭穉英的畫作最為突出。其所做的廣

告畫不僅在數量上佔絕對優勢，更在品質上也為

眾多畫家之首。關於月份牌的研究已有相當時

間，從民國時期已有一些學者開始關注，新中國

建國之後又有一段時間有較多學者對月份牌進行

了研究，但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以及其後的政治

影響，研究一度中斷。隨着社會的變遷，月份牌

又重新進入了研究者的視線，尤其是大陸改革開

放之後，內地政治氣氛鬆動，各種學術交流活動

日益增多，為月份牌的研究提供了機緣。從20世

紀90年代開始，以香港、臺灣為起點在港臺以及

內地掀起了對月份牌研究的新一輪熱潮，並一直

持續至今。

一

通過對現有圖像資料的比較，筆者發現杭穉

英筆下月份牌中的女性形象有着驚人的相似性。

難道杭穉英筆下的女性多為同一模特？本文將以

此前的月份牌研究極少關注到畫中人物的來源，杭穉英畫中的人物來源更是無人做過較為

詳細的分析。其作為月份牌畫家的代表人物，畫面人物面容表現出較多的相似性。當時社會對

藝術尤其是人體藝術存有偏見，廣告繪畫地位同樣低下，因此畫中模特並非正常的寫生與臨

摹。通過分析可知，畫中模特原型的一部分應來自於畫家親人。此外，從杭穉英的書信、手稿

與畫面簽名可知其名應為“穉”，至於內地普遍使用的“稚英”則是文字簡化的結果。

杭穉英肖像

來源：《民國商業美術史》，林家治編著，

2008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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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疑問為基點對杭穉英畫面中女性形象的來源進

行探討。

作為一個以寫實為特點的民國廣告畫家，筆

者認為畫面中女性形象的來源無非下述幾種：其

一可能為畫家本人的完全創作，不以任何人為模

特，此種方法現在也運用於眾多畫家的創作之

中；其二可能為畫家將平常所見圖像資料內的女

性形象進行拼湊，以此來刻劃畫面女性；其三可

能為畫家的實際寫生；其四可能為畫家對上述方

法的綜合運用，但應以寫生作為畫面真實性的保

障。本文將圍繞此幾種可能性進行探討。

    二

探討杭穉英是否具有完全獨立創作的能力？

必須考察其寫實能力與畫作水準。杭穉英於1913

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學習，在那裡渡過了三年學徒

與四年服務生生活，並在那裡畫出了他的第一張

月份牌。杭穉英服務期滿之後便出來自立門戶進

行廣告畫創作。因此，筆者認為考察其在商務印

書館的學習經歷對探究此問題有很大幫助。商務

印書館在當時的出版界有很高地位，相關材料表

明，當時商務印書館已形成了較完備的出版、培

訓體系。
(1) 
當時杭有三位老師：德國籍畫家，專教

西畫與工藝設計；何逸梅，主要教授國畫基礎；

徐詠青，主要傳授素描和色彩技法。
(2) 
從教師安

排可求，當時杭受到了中西結合的教育。目前雖

已無法得知當時的教授狀況，但從杭後來所繪的

月份牌可看出當時之教育極為紮實。
(3)

美麗牌烟標

(來源：http://www.yn- tobacco.com/ cms/cms/ website/ yntobacconw/third/ third.jsp?channelId=588&siteId=21&page=8&infoId=8082)

廣州博物館收藏繪有呂美玉形象的“美麗牌”香烟烟殼

(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collection/ 

2007-10/17/content_6895832.htm [2010/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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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籍的畫家與徐詠青大致

可歸為一類，因為德國籍畫家自身受過嚴謹的寫

實教育，徐詠青成長於土山灣教會學校，小時候

也受過嚴謹的西畫基礎教育。
(4) 
從此可推斷，杭

在商務印書館掌握了較為紮實的寫實能力，從杭

前期所做月份牌即可看出，其畫面中人物塑造已

達到較高水準，相較於前幾位月份牌畫家而言，

已解決了人物造型的準確性問題，為之後開展業

務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杭穉英的學畫經歷以及其後的畫作可發現

杭是具備了一定(或者說是較高)的寫實能力的，

似乎已可表明杭具備了完全獨立的創作能力。但

我們若考察一下商務印書館的培訓模式的話，就

應對此設想提出質疑。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的

主營業務為印刷與出版，月份牌的製作祇是其業

務中的一部分(而且並不佔主要地位)。當時社會

對寫實性人材的需求以及自身業務量的增加，促

使商務印書館開設繪人的培訓班來培養人材。筆

者認為，此種性質的培訓班更注

重實用性、注重模式化寫實能力

的培養，而對於極具變通性質的

創作能力則不注重。其後杭在一

定時期內所做月份牌畫面出現女

性形象的相似、缺乏藝術性等現

象，也可佐證這一觀點。

因此筆者認為，杭穉英雖然

具備了較高的寫實能力 (就當時

月份牌作者的整體水準而言)，

但其能力離自由創作尚有一段距

離。如此而言，倘加之自由創作

最大的特點為其可變性，而杭穉

英筆下眾多女性形象的相似則顯

然與此特點不合，因此可以推斷

畫面中女性形象應非杭穉英自由

創作的結果。
(5)

三

上文已探討杭穉英當時尚不具備自由創作的

能力，因此若對現有圖像資料進行拼湊還要保證

畫作品質的話，必然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主要

的原始圖像資料。這樣就有畫照片之嫌
(6)
，其後

美專學生在上人體寫生課

(來源：http://60.chinavisual.com/index.php/2009/ 

08/before1949-10-2/comment-page-2/ [2010/6/3])

1917年由劉海粟領導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生與人體模特合影

(來源：《民國商業美術史》，林家治編著，2008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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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難以預測的，而杭穉英從業生涯中的一件官

司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

杭穉英給華成煙草股份有限公司設計的美麗

牌香煙的商標，就曾引發一場“肖像權”官司。

起因是此商標中人物形像是借鑒名劇《失足恨》

中女主角呂美玉的劇照繪製出來的。美女再經藝

術加工與精工印刷、包裝，使美麗牌香煙一經問

世就名聲鵲起。不久上海法租界當局給“華成煙

草公司”和杭穉英遞來傳票，杭穉英及華成煙草

公司被呂美玉以侵犯肖像權告上法庭。在法庭

上，杭穉英認為其設計出的商標形象與呂的像片

完全是兩碼事。結果，經幾次開庭審理，法庭宣

判杭穉英無罪。
(7) 
但是後來華成煙草公司卻與呂美

玉進行了調解，華成每售出一箱美麗牌香煙 (五萬支

裝)，提取五角錢作為賠償呂美玉的“名譽損失”，

以後逐年付給。七年後，魏廷榮(呂美玉丈夫)主動

向華成煙草公司提出自願解除協議、放棄酬金的要

求。華成煙草公司一次性出資兩萬元作為了斷，從

此呂美玉肖像糾紛案才算徹底了結。
(8)

從此案來看，雖然杭穉英並未受到嚴厲懲

罰，但對其後的從業生涯也具有極強的影響。作

為商人來說，杭將不會重蹈覆轍，以後的女性形

象不會再採用此種手法繪製。

那麼，在我們排除了上述兩種繪製方式之

後，杭是不是進行了實際寫生呢？然而實際寫生

也同樣面臨着模特的來源問題。民國時期縱然外

來文化的影響使得上海的包容性很強，外來事物

很容易在上海取得棲息之地，然而模特這一角色在

上海則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被正式用於教學之中。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中國人一向認為，照

相、人像寫生會攝走人魂魄，並使人精氣受損，

因懼怕為人所害而排斥畫像與拍照。因此照相從

傳入中國到為眾人所接受經歷了較為漫長的時

期，而在照相已有一定認可度的同時，人像寫生

則依舊進展緩慢，特別是人體寫生更為社會所不

容。民國時期最為著名的人體寫生爭辯為上海美

專的兩次人體模特兒事件
(9)
引發的爭論，此爭論

使社會上眾多學者、教育界人士與當權者參與，

正、反觀點針鋒相對，一度將人體寫生推向社會

輿論的風口浪尖。爭辯最終以劉海粟敗退結束。

此事件表明，當時上海社會依舊無法接受人體寫

生這一違反習俗道統的新事物，封建道統思想依

舊具有其強大的約束力量。儘管眾多的商家與出

版商為了盡可能吸引潛在客戶的注意力，提高產

品的銷量，極力要求畫家繪製帶有裸體成份的女

性形象，但面對強大的社會力量，真實而公開的

人體寫生是無法進行的。同時，由於畫家自由創

作的能力尚未形成，通過移花接木的方式進行頭

像與肉體的拼接也是達不到良好的畫面效果的。

綜合而論，前述的第三種解決辦法——寫生的繪

製方式尚缺乏實施的條件。

四

通過以上的分析，似乎畫面女性的原型祇能

通過第四種方式獲得——對上述方法的綜合運用：

刊登於1929 第2期《文華》的杭穉英及夫人照片

(來源：《文華》雜志，192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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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在公開寫生既無法實現，又要保證畫作品質

的情況下祇能求助於身邊的親人。筆者認為，畫

家為了保證畫作品質祇能採取對自己親人進行寫

生後對頭像進行些許的變動之後交稿。但由於畫

家自由創作能力的缺乏，使其無法對原本的頭像

進行過多的變動，因此畫面中的形象依舊與模特

本身具有相當高的相似性。下文將進一步論述此

種推斷的可能性。

上文已論述及上海美專的人體模特事件，說

明社會的傳統力量依舊不容許進行人體寫生，但

同時也要注意到幾個頗為微妙的地方。雖然上海

美專人體模特兒事件的結局是劉海粟敗訴，但是

當局並未對劉海粟重罰，而祇是象徵性的罰款了

事。其中原因除了當時學校在租界之內以外，應

該還有文化場域的問題。事後劉海粟不似之前那

樣張揚，當局對劉海粟繼續使用人體模特兒一事

也並未繼續追究。筆者推測可能出於以下幾個方

面的原因：一是當時蔡元培等主張的美育觀念影

響日深，已經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定的基礎；二是

隨着劉海粟等辦學時間日長，加之其間幾次由於

模特事件引發的爭論採取的均為報紙論戰的形

式，當時社會可能對模特兒對於美術教學的意

義已有一定瞭解；三是隨着一些留學生的陸續回

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傳播西方繪畫觀念的

作用。多種原因促使當局最後對於劉海粟一案的

結果祇是輕判，且罪名與模特兒事件本身已無過

多聯繫，反而是劉海粟公然侮辱姜懷素名譽被判

罰五十元。

從此事件可知，雖然社會保守力量依然很強

大，還是有相當數量的人對教學人體寫生持有較

為開明的態度。然而，同樣需要模特的商業美術

卻不適用於這一趨勢。研究上海美專的人體模特

兒事件可知，社會的保守力量一直以劉海粟等以

金錢為誘餌誘使良家女子充當模特兒、任人羞辱

為理由對其加以批判。從中可發現一個較為深層

的意義：劉海粟等人是“以金錢誘使她人就範

的”，這與中國傳統上君子恥於談錢的陋習不謀

而合。在骨子裡將藝用人體與娼妓等同，並將當

杭穉英與夫人合影。(來源：《民國商業美術史》，林家治編著，2008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第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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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社會上氾濫的娼妓現象歸於人體模特兒的不良

影響。由此可推斷，進行任何商業性質的人體寫

生必將受到舊有傳統的無情批判，劉海粟等人用

於藝術教學尚且如此，將人體模特兒用於商業廣

告的製作就更無實施的可能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着一批留學生的歸

國，使用人體進行寫生的案例也逐漸增多。“陳

抱一、王悅之皆以其夫人為模特。”
(10)
此種情境

之下，為了應付客戶的要求，不排除杭當時也以

其妻子做模特進行過人體寫生。此外，有關杭所

作裸體月份牌的初衷，有材料表明杭是在不情願

的情況下才創作的。
(11) 
當時月份牌流傳廣泛，而

且商家為了吸引顧客的關注，極力要求杭為其製

作帶有裸體畫面的月份牌。但面對如此寬廣的流

傳範圍，杭除了一個畫家具有的修養、操守不願

畫過多裸體成分之外，作為一個血性男子也不願

自己的親朋被人日日觀賞。且當時社會尚有青樓

杭穉英所繪月份牌

以下三幅來源同此：摩登戒體－民國仕女廣告畫

澳門藝術博物館，2009年，頁48、頁53頁、頁47、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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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春宮之類的畫作仍流傳甚廣，因此，筆者

認為，杭筆下之裸體人物必然仍採用早期裸體月

份牌的“移花接木”之手段對人物原型做過技術

性的改造；同時也可推斷，在前期杭所經營的畫

室尚處於初創期時畫中裸體成份應較後來業務展

開之後要多一些。
(12)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杭在商務印書館打下了

紮實的寫實基礎，其後由於業務的需求杭極可能

有過人體寫生的訓練。從後來杭所作月份牌中的

人物造型上來看，也可發現其人物結構準確，比

例勻稱，人體塑造已相當成功，特別是一些裸體

月份牌中，更可看出其對人體結構的瞭解已達到

一定程度。與早期裸體月份牌中將西方油畫中裸

體形象與東方服飾、頭像相結合的僵硬狀況 
(13) 
有

極大區別，若無人體寫生經歷是很難達到的。

而葉細細在其文中則明確寫道：“杭穉英的

月份牌畫，好似脫胎同一個女子。(⋯⋯) 杭穉英

畫的真是同一個人，那個女子名叫王羅綏。(⋯⋯) 

杭穉英也承認了。”
(14) 
雖然目前尚無圖像學專家

就此問題進行分析，但若將杭所作月份牌中女子

形象進行對比的話，大致是可找到類似證據的。

基於上述論述可推斷，杭當時可能以其妻子

作為模特原型而繪製月份牌。

五

社會是一個整體，風俗是反應一個社會狀況

的極好標誌。若有移風易俗之舉社會必有與之適

應之思潮。五四運動對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繼

而很快反映到社會生活的中，其明顯標誌為女子

社會地位的轉變等。儘管五四運動促使女性地位

有較大提昇，但對當時社會中、下層女性的改變

並不大，因此當時月份牌中女性形象多為社會

高、中層形象。但為了節省製作成本，不可能每



146文 化 雜 誌 2011

藝

術

杭
穉
英
的
模
特
原
型
來
源
分
析

杭穉英名字考【附】

幅月份牌均請明星做模特。且為了應付眾多商家

繪製裸體的要求，在當時社會不允許普通廣告畫

家公然聘請人體模特進行創作的情況下，杭畫面

中的模特形象應有較大部分為杭周圍之人。

綜上所述，當時月份牌作者的親朋 (主要應為

至親) 在一定程度上是充當了模特這一角色的，

而一直以來的研究均未注意到這一點。對於在20

世紀前期產生了如此巨大影響的傳播手段來說，

畫面中女性形象有很大的研究價值。而對於這些

怡悅了眾多觀眾的畫家親朋來說，至今仍未有人

肯定其作用與所做出之犧牲是不恰當的，也是不

符合中國人看待歷史之觀念的。

從親人有時作為裸體畫面的來源來看，當時

的女性地位並未提昇到現今我們所以為的那樣一

種高度，普通女子的地位依舊沒有多大改變。

從社會發展的狀況來看，一種社會角色的地

位變遷總是與其經濟掌控能力緊密相關。縱然五

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並未改

變一直以來男子掌控經濟的局面。經濟地位的低

下決定了女子的地位無法改變。儘管月份牌中的

美女形象對中國的女性造成了一定影響，使男子

的審美趣味發生了巨大改變，但真正能追逐潮流

的僅僅祇是社會上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女性，這

也能解釋為甚麼月份牌中的美女形象經歷了青樓

女子、貴族女學生、電影、歌唱明星的歷程。

其二，當時上海的社會文化離現代文化尚

遠，傳統觀念的禁錮依然處於強勢地位。

縱然上海的開埠帶來了上海經濟的快速增

長，也造成了上海巨大的文化包容性，商業的繁

榮必定會引起社會文化的變化，但即使是身為世

界第五大城市的上海依舊擺脫不了某些根深蒂固

的傳統觀念。青樓、賭場、幫會等作為一個時代

的注腳，表明當時的上海在華洋共處中更多是形

式上學習了西方，而思想上還相距甚遠。同樣上

海美專的兩次模特事件也表明，傳統的禁錮依舊

處於強勢，在物質上與世界接軌的同時，上海的

文化思想仍舊處在封建社會。

其三，以月份牌中女性形象作為判斷當時社

會普通女子形象的依據尚不充份。

月份牌的創作動機與實施來自中、上層精

英人群，但面對的卻是包括精英階層在內的普

通大眾。月份牌發行數量之巨表明精英階層與

下層人們對女性的觀點基本一致，同時也表

明，當時社會的經濟大權仍掌握在男性手中，

主要消費對象仍為男性。月份牌畫家所塑造的

女性為男權視野下的所期望的形象，與現實社

會中的真實狀況有很大區別。因此，筆者認

為，諸多研究者以月份牌中女性形象作為判斷

當時上海社會普通女性形象的依據是不妥的，

況且圖像是否能夠作為證實歷史與解釋歷史的

依據尚待商榷，因此作為參考材料更為合適。

月份牌以女性為主，為迎合男性的審美情趣，

被塑造成“甜、糯、嗲、嫩”的形象是一種商

業潮流導致的必然性吧。

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術氛圍開始鬆動，

研究範圍較前更為擴大，研究內容也較前更為深

入。之前曾被作出過不公正判定的研究對象開始

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90年代初港臺學者的

帶動下，內地學者對月份牌的研究傾入了很大的

熱情，不僅研究隊伍逐漸擴大，而且研究的深度

也逐漸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杭穉英是研究月份

牌藝術(或者說廣告藝術)無法繞開的一個人物，

其活躍時期涵蓋了月份牌藝術的整個繁榮階段，

其技術水準與藝術水準都達到了當時同行中的頂

點，對月份牌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加之他

當時曾擔任商業美術作家協會的理事，對同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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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大的影響，因此杭穉英無疑成為眾多研究者

的關注重點。然而，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內地學

術界依然在杭的名字上存在分歧。多數研究者傾向

於“杭稚英”的用法，其他學者則使用的是“杭穉

英”。本文將本着尊重歷史與溯本求源的態度，從

四個方面進行考證，以尋找最符合歷史原貌的用

法，為今後的研究工作提供參考。

一

就目前公開出版的報刊、著作以及論文來

看，使用“稚”字的為大多數，而且涵蓋了各個

層次，不僅有面向普通大眾的非學術性質報刊，

也有專業的學術刊物，甚至還包括相當數量院校

的碩、博士論文和一些學術專着。另外從學術界

常用的CNKI搜尋引擎來看，也可證實這一現象。

從搜索的結果而言，使用“稚”字的文章數量上

佔有絕對優勢，而且包含各個層次。不僅作者學

術水準分佈在各個層次上，所發佈的平臺也分佈

在各個層次上，其中不乏內地學術水準很高的專

業期刊。上述事實似乎說明“稚”已是一種普遍

用法，已為學術界所公認，更能作為確鑿證據的

是，以杭之子杭鳴時先生署名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中使用的也是“稚”字。

然而，在學術界大量使用此字的同時，依然

有少部分研究人員使用的卻是另外一個字——“

穉”。而港臺地區則比較一致，“穉”出現的頻

率遠遠大於“稚”。值得注意的是，〈試論穉英

畫室對中國現代商業設計的意義與價值〉
(15) 
一文

中的“穉”字為圖像剪貼。筆者推測應為未找到

準確的文字而採取的迫不得已的手段，應是此文

作者堅信“穉”字方為正確用法，因此不惜犧牲

美觀而達到準確的效果，從此可在一定上推斷準

確的用字應為“穉”，而非“稚”。

然而，從近十幾年來的出版物來看，兩個字

均能使用，而更有甚者，在無法斷定孰對孰錯的

情況下，為了使自身不至於偏離太遠而採取折中

手段，將兩字並用。
(16) 
由此可見，此字的用法未

定確實給研究者帶來了較多的不便，也促使筆者

對此字的變遷一窺究竟，探尋此字的來龍去脈，

以正視聽。

杭穉英潤筆單　(來源：私人收藏) 杭穉英簽名和印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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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閱最近幾十年出版的漢字工具書發現，解釋

均大同小異。以《新華字典》為例，其解釋“穉，

同稚”，其給出的組詞參考也與“稚”的常用片語

相同，比如“幼稚”等詞。《康熙字典》則表明其

與“ ”可互相替代 
(17)
，而《說文解字》

(18)  
中卻沒

有收錄此字，考慮到《說文解字》的刊行時間，

推測可能為當時尚未形成此字。《說文解字》中

對“ ”則有收錄。
(19)
同樣，《說文解字》也未

杭穉英致楊逸申書信

來源： http://pm.findart.com.cn/pmimg.jsp?pmid=1274208[20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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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稚”作為正式條目收錄其中，這在一定程度

上說明，“稚”、“穉”二字可能為後來造出，

而在《說文解字》中則也有相應條目說明了這一

點。
(20) 
但是《說文解字》的釋義中卻出現了“稚”

字，由此可推斷三字之中“ ”應為最早出現者，

而“稚”為至遲在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且得到了

較大範圍的應用。而在《後漢書》中有關於徐穉

的傳，因此筆者認為“穉”至遲在漢朝末期已得到

較大範圍的運用。
(21)
 而關於“稚”、“穉”兩字出

現時間的先後尚未找到有力證據進行排定。

此外，筆者發現此三字都

在《康熙字典》中出現。以同文

書局刊行的版本為例，“稚”

出現於午集下禾字部第855

頁
(22)
，“ ”位於午集下禾

字部第857頁
(23 )
，“穉”則

位於午集下禾字部第859頁。

通過對釋義的對比分析可知，三

字意思極為相似，而“稚”的釋

義中則明確顯示“稚同 ”。由

此看來，此三字表意上可做同

一字理解，進一步可斷定其餘

兩字均是在“ ”的基礎上演

變而來的。

從《說文解字》的收錄

情況與《康熙字典》同時保

留三字而言，可知此三字在

當時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應

用，具體情況可能與當今的

繁簡字相似。從文獻來看，

我們可斷定在清朝時三字已

應用得較為廣泛。

三

鑒於上述情況，筆者認為

在杭出生的清末時期名字中

字的應用應是較為準確的，

不會出現在三字之間游移的情況。加之其父杭卓

英深受古文薰陶，在選字之時必定不會出現隨意

之舉。
(24)
且名字有其特殊性，即使兩字可通用，

但使用時仍會加以區別。因此可斷定當下所流行

的“稚”、“穉”兩字必有一字為偽。
(25)

目前大多數研究者使用“稚”的理由似乎均來

自杭鳴時先生的一系列文章。在文章中作為杭長

子的杭鳴時先生使用的均為“稚”，這似乎成了

一個鐵證。然而陸慧的執着與筆者在杭所作月份

牌畫面中尋找到的證據則使筆者對此不敢苟同。

杭穉英所作月份牌（主體部分）　(來源：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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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慧的用字前文已論述過，在此不再重複。筆者

通過對杭所作月份牌進行檢視，發現畫面中所有

簽名與簽章中使用的均非“稚”，而實為“穉” 

(見圖1-4)。縱然藝術家的畫面簽名和簽章可存在

一定變通，相當多藝術家畫面簽名或簽章中使用

的並非本人實際名字，然而對於杭來說則並不適

用。一是因為在當時“ ”、“穉”、“稚”三

字均為大眾所接受，若杭欲表現其國學氣質應使

用更為深遠的“ ”，而非“穉”；二是因為杭

畫面簽名與簽名並非更具國學味道的篆書與其他

古文字體，因此基本可斷定杭之名字使用的仍為

平日用名；三是筆者發現的杭的兩幀書信手稿，

其中落款與畫面簽名與簽章用字並無二致。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杭的真實名字應為

杭穉英，而非杭稚英。至於當下研究者普遍使

用“稚”字的情況將在下文進行分析，而部分研

究者給出“杭穉英，又名杭稚英”的解釋則顯得

不甚嚴謹。

四

杭出生於1901年
(26)
。筆者通過查證得知我國自

清末開始發生過幾次較為重大的文字簡化浪潮。

以杭穉英出生為界，民國政府主導的有一次，新

中國建立之後則發生過兩次大的由政府主導的文

字簡化運動。

自清末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陸費逵、錢玄

同等提倡簡體字以來，圍繞漢字簡化進行的爭論

就沒有停止過。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公佈《第一

批簡體字表》(見圖5)，其中收錄了“在社會上比

較通行的簡體字”324字，並在小學教科書和初等

教育中被一齊採用。然而其後因為受到國民黨元

老戴季陶等的極力反對，於1936年初即被撤除，

國民政府的第一次文字簡化方案流產。
(27)

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漢字改

革，突出的為1956年通過《漢字簡化方案》，1964

年發表《簡化字總表》，1986年重新發表《簡化

字總表》的修訂版。

筆者通過查閱國民政府公佈的《第一批簡體字

表》，未發現關於與穉等三字有關的文字簡化方

案，因此可斷定，儘管釋義完全可以通用，但兩

字尚未發生混用，而民國時期的相關出版物中則

也並未見“穉”、“稚”二字混用。以宣統己酉

年初版、民國十七年再版的《北灣鄉土志課本》
(28) 

為例，其課本中則有“故鄉土之地理爾等雖幼穉，

亦可得而知焉”的叙述，從此可看出雖經清朝與民

國的變遷，對穉的用字卻未改變。從課本的表述應

可知當時社會穉的應用頻率應較稚更高。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次漢字簡化方案由於政

府的推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文字經過簡

化之後對掃盲工作產生了巨大的推動。然而，通

過對歷史文獻的解讀，卻發現我國的文字簡化工

作帶有較多的個人色彩與不合規律的地方
(29)
，因

此當下人大代表提出將漢字恢復為繁體字的時候

國內各界反應不一。

通過查閱建國以來歷次文字簡化方案，筆者

發現1955年公佈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明

確地將“稚”作為“穉”、“ ”的簡化字加以

規範，而將較為複雜的二字廢除。
(30)
從此規定可

知，“稚”正式作為其餘二字的簡體形式出現。
(31) 

從此時期前後發表的文章中也可證實這一現象。例

如張曼如先生1958年發表於《美術》雜誌的〈一朵

無名的花〉、步及先生1959年發表於《美術研究》

的〈解放前的月份牌年畫史料〉中使用的是“穉”；

而此後的一些文章中則使用“稚”字較多，譬如

周紹淼於1983年發表於《美苑》雜誌的文章〈展

望廣告裝潢藝術〉，從此之後各種論著中“稚”

的出現頻率就較“穉”高出很多。

由於我國漢字簡化過程中人為因素較多，顯

得操之過急，並且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因此在簡

體字得到普及的情況下繁體字(或者異體字)並未

消亡。隨着經濟的發展、與港臺等地交往的日益

頻繁，以及近幾十年來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反思與

重視，使得國人日益重視文化尋根，對繁體字及

異體字也越來越重視。因此，如今的出版物中也

時常可見異體字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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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第一批簡體字表

來源：http://blog.sxtvs.com/?uid-66299-action-viewspace-itemid-29257[2010/6/3]

五

漢字簡化的原則是 “述

而不作”、“約定俗成與穩步

前進”，也就是說盡量採用

已經在民間長期流行的簡體

字，祇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

改，而不擅自造字。所以，

為了便利書寫和認記，漢字

必須遵照“約定俗成、穩步

前進”的原則進行簡化。這

包括精簡字數、廢除同音同

義不同形的異體字與減少筆

劃兩個方面。
(32)
 但作此規定

的同時也表示“翻印古書須

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

與“有用作姓氏的，在報刊

圖書中可以保留原字，不加

變更”等。筆者認為對漢字

簡化工作之前的繁體(或者異

體)用法應保持原貌，這樣也

是對歷史的尊重與負責，對

日後的歷史研究者也能減輕

一些負擔。

民國到現在為止也不過

幾十年的時間，杭穉英去世

離現在也僅僅六十三年的時

間，然而這短短的六十年時

間卻使學界已無法準確地把

握歷史的原貌，不能不說是

種遺憾。此外，通過我國幾

次文字簡化的實行與當下對

繁體(異體)字的重新審視，也

可說明任何文化政策的實施

都不可操之過急，也不能滲

入過多的個人主義。歷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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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其自然的規律，一時的不慎重可能引起歷史的

循環往復而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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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網址， http://baike.360.cn/5007699/1382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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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姓。【史記·商本紀贊】契為子姓，其後分封，

以國為姓，有稚氏。

 (23)  同文書局原版《康熙字典》。【午集下】【禾字部】稺；

【唐韻】【集韻】直利切【正韻】直意切，音治。【

說文】幼禾也。【廣韻】晚禾。【詩·魯頌】稙稺菽

麥。【註】後種曰稺。又【增韻】凡人物幼小皆曰稺。

【詩·鄘風】衆稺且狂。【傳】幼稺。【史記·五帝

紀】舜以夔為典樂教稺子。【鄭註】國子也。又【五

音集韻】直離切，音馳。幼也。一曰自驕矜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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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字通】葉賄韻。【詩·小雅】無害我田。稺，葉

下火。火，音毀。【集韻】亦作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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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當地衙門內任錢糧文書，民國初年赴上海，在商

務印書館印刷廠鮑咸昌處任中文秘書。網址， http://

gezi33.blogbus.com/logs/23985201.html，2009年11月

8日。

 (25)  筆者認為，出現分歧的兩字之所以均得到大量使用，原

因可能有三，其一為有部分研究者在未經過深入探究

的情況下貿然跟風，對所用之字未加考證；其二為兩

字確實可互換使用，且不影響其意義；其三為兩字在

研究者寫作時已為公認的繁簡關係。具體原因在下文

中將會具體論述。

 (26)  關於杭穉英的出生年目前研究者也有分歧，但筆者通過

查證、分析得出杭確實出生於1901年，具體情況可從

2001年的一系列紀念性文章中窺見端倪。

 (27)  1935年1月，國民政府國語統一準備會第二十九次常務委

員會召開，通過了和錢玄同的提案有關的“搜採固有

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教育部接受這一提案，

並委託國語統一準備會開始進行選擇、製作字體的作

業。在錢玄同等人的努力下，“簡體字表”於1935年

6月完成，共一千三百餘字。教育部於1935年6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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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草案制定的具體作業，從中精選出一千二百餘

字，列入“第一次簡體字表”。1935年8月21日，教育

部公佈了〈簡體字表(第一批)〉，“在社會上比較通行

的簡體字”三百二十四字在小學教科書和初等教育中

被一齊採用。前面一直進展得很順利，但事情很快起

了波瀾。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

事後，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

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

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蔣

介石做了一些解釋，戴季陶仍聽不進，多次在公開場

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

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由於戴

季陶是國民黨元老，蔣介石祇得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

字。1936年1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第五次政治會議

則決定〈簡體字表〉“暫緩推行”。2月，戴季陶又促

蔣介石以行政院的名義下了一道“暫緩推行簡體字”的

命令，這次漢字簡化也就不了了之。

 (28)  北灣為潮汕澄海地區，可考歷史不長，約始於明朝，當時

設有屬哨所一類的三灣訊衙門。形成的村子叫灣興村，

但包括了現在的南灣、東灣和北灣三村。清初設寨禦盜

時稱雲天寨。欽定學堂章程要求尋常小學堂的課程應教

授鄉土地理歷史，鄉紳陳伯良為此撰寫了此鄉土志課

本。網址，http://www.yanruyu.com/jhy/author/13547.

shtml，2009年11月8日。

 (29)  1952年3月，〈漢字簡化表〉第一稿擬出，選定簡體字七

百個，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認為七百個簡體

字還不夠簡，字的數量也要減少，一個字要能代替幾

個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53年底文改會擬出第二

稿，但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簡體字字數太少。兩個

月之後，第三稿擬出，收錄一千六百多個簡體字。這

一稿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印刷部門。五十

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佈一千六百多個

簡體字，就意味着印刷廠要改一千六百多個銅模。加之

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型大小和宋體、倣宋、楷體等各種

字體，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

的工人祇有二十人，每個工人每天祇能刻十幾個模坯，

短時間內改動這麼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後文改會

又根據各方意見對簡化方案反復更改幾稿，直到1955

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過。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

了五百一十七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

第一批二百三十個簡化字在《人民日報》予以公佈，正

式在全國推行。現在我們經常能在一些四十、五十歲左

右中年人手寫的便條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狀

的字，如“上亍”、“仃 ”、“干卩”、“豆付”等   

等 (實為“上街”、“停車”、“幹部”、“豆腐”)， 

對這些字我們都需要費勁猜測才能大約明白甚麼意

思。這些字並不是這些人文化水準低而寫的別字，實

際上它們是建國後第二次文字簡化後的簡體字。1977

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 (草案)〉向社

會公佈，共收入簡體字八百四十八個。這次簡化字

在簡化字形的同時，還精簡了漢字的數量，如“齡”

簡為“令”，“幫”簡為“邦”，“副”、“傅”、     

“ 腐”簡為“付”，“街”簡為“亍”，“停”簡為 

“ 仃”，“舞”簡為“午”等。但這次簡化字的推行卻

並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周有光、王力、

胡愈之等人批評這種文字比例失調，難看之極，一味

追求簡單而失去了漢字的風貌。網址， http://hi.baidu.

com/crgodsaint/blog/item/9854fda2e02209a4caefd0a7.

html，2009年11月8日。

 (30)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1955

年。表中第502項為：稚〔穉稺〕。同時規定全國出

版的報紙、雜誌、圖書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內的異

體字。但翻印古書須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一般

圖書已經製成版的或全部中分冊尚未出完的可不再修

改，等重排再版時改正。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用

的打字機字盤中的異體字應當逐步改正。商店原有牌

號不受限制。停止使用的異體字中，有用作姓氏的，

在報刊圖書中可以保留原字，不加變更，但祇限於作

為姓用。網址，http://zh.wikisource.org/wiki/%E7%A

C%AC%E4%B8%80%E6%89%B9%E5%BC%82%E4%

BD%93%E5%AD%97%E6%95%B4%E7%90%86%E8%

A1%A8/1955%E5%B9%B4，2009年11月8日。

 (31)  其後1964年與1986年發佈的漢字簡化方案也未對此提及，

可認為簡化方案中對此規定並無大的異議。而1989年發

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則重申了這一規範。

 (32)  如確定“烟”為規範字，而“煙、淤”為異體字。廢除不

用如1955年我國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公佈了〈第一

批異體字整理表〉，廢除了一千零五十五個異體字。而

減少筆劃則如1964年我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

教育部公佈了〈簡化字總表〉，共有簡化字二千二百三

十八個，把平均每字十六到十九畫的繁體字簡化成平均

每字八到十一畫的簡化字。網址，http://www.kmpkw.

com/hi/%C4%BE%D7%D3/blog/7532.html，2009年11

月8日。

  【本文係澳門基金會資助課題《澳門藝術博物館館藏月

份牌研究》成果。對於支持本研究得以進行之澳門藝

術博物館、澳門基金會、澳門珍秦齊及相關學者表示

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