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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发展ꎬ宋代出现了铜版印刷ꎬ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便是世界上已知的

最早印刷广告实物ꎮ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采用白兔捣药图形ꎬ文案翔实而简明ꎬ整个版面图文并茂ꎮ 同时ꎬ针铺广告印刷铜版

还蕴含着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和铁杵磨针的寓言故事ꎬ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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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ꎬ中国古代社会曾出现过多

种广告形式ꎮ 宋代还出现了印刷铜版ꎬ据考古证明ꎬ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之印刷铜版(见图 １)便是迄

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ꎬ这比

英国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ｘｔｏｎ 宣传宗教书籍的印刷广告

(１４７３ 年)还要早三四百年ꎮ 这块针铺广告印刷铜

版在中国广告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ꎬ从中可以窥见

现代平面广告的轮廓ꎬ其原件现存于中国国家博

物馆ꎮ

图 １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左)及印刷广告(右)

一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背景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

以及剩余产品的出现ꎬ物质交换活动逐渐出现ꎮ 而

为了吸引他人以此来促进商品的交换ꎬ广告应运而

生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技术条件的进

步ꎬ广告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ꎬ主要有声响广

告、实物广告、招幌广告、装潢广告等ꎮ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后ꎬ社

会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ꎬ城市商品经济日益兴盛ꎬ民
间商铺星罗棋布ꎬ彼此间的竞争日益激烈ꎬ广告因而

受到商家更多的重视ꎬ广告形式丰富多彩并不断发

展ꎮ 而宋代时期发达的雕版印刷以及造纸业、制墨

业ꎬ无疑为印刷广告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技术

条件ꎬ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便是其中的

代表之作ꎮ 印刷广告虽未成为宋代广告的主流形

态ꎬ却提供了一种先进的传播手段ꎬ弥补了其它广告

形式不能传播详细信息的缺陷ꎬ同时ꎬ还可以大量复

制和分发ꎬ扩大了商品信息的传播范围ꎬ向大众信息

传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ꎬ由此而成为商品宣传的重

要手段和消费者购物信息的可靠来源ꎮ

二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的设计特征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是北宋期间集收购钢材原

料、生产加工及批发贩卖钢针产品于一体的私营店

铺ꎬ这种一体化的经营方式是我国当时经济的一大

特色[１]ꎮ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为反刻ꎬ四寸见方ꎬ长
１３.２ 厘米ꎬ宽 １２.４ 厘米ꎬ包含了构成产品广告的基

本信息ꎬ是完整的中国古代广告设计作品ꎮ 同时ꎬ针
铺广告也被认为是古老商标的起源ꎬ还可以用作产

品的包装纸ꎬ因而能对产品起到多重的广告宣传作

用ꎬ体现了宋代商家成熟的商业广告意识ꎮ 对于济



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设计特征的描述主要

包括图形、文案和版面等 ３ 个层面ꎬ而最为重要的是

白兔捣药图形ꎬ因为它能超越文化等方面的限制ꎬ成
为古代社会生活中商品信息传播的视觉符号ꎮ

(一)白兔捣药的图形

图形在印刷广告中具有重要地位ꎬ因为这是商

家产品之间得以区别的重要方面ꎬ直接影响到商品

信息的传播效果ꎮ 图形源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需要ꎬ原意为图解、图示ꎬ发展为指通过绘、写、刻、印
等手段创造出的说明性视觉符号ꎬ是可以通过各种

手段大量复制、有别于文字与语言的又一种信息传

达和沟通方式[２]ꎮ 与文字相比ꎬ图形更具有生动性

和直观性ꎬ可以突破文化、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来传播

信息ꎮ
与现代商业广告不同ꎬ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

铜版中没有直接出现名人和产品来体现内容和主

题ꎬ而是以一只人们再熟悉不过、看似与产品关系不

大的白兔形象来代言ꎬ画面中它两爪紧握铁杵正在

努力捣药ꎬ形态单纯ꎬ富有情趣ꎮ 在古代ꎬ白兔被视

为祥瑞之物ꎬ深得大众的普遍认同和喜爱ꎮ 而白兔

捣药用的杵又与针形状相似ꎬ这就使得杵与针两元

素实现了同形同构[３]ꎬ白兔图形与针铺产品也就自

然联系起来ꎮ 由此ꎬ白兔捣药图形能吸引受众更多

的注意ꎬ但没有直白地停留在商业信息上ꎬ出人意料

之外ꎬ较为含蓄地宣传了产品ꎬ富有想象空间ꎬ成为

当时具有较高品位和价值的艺术设计作品ꎮ 在我国

古代通常情况下ꎬ不论是普通住户、大户人家还是裁

造院ꎬ针的最终消费者基本上是女性ꎬ而当时社会女

性的识字者不多[４]ꎬ完全通过文字来传递广告信息

其效果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ꎬ图形却能突破这一

文化障碍将商品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标受众ꎬ起到

应有的广告效果ꎮ
(二)翔实简明的文案

文案是印刷广告的语言文字部分ꎬ也就是广告

内容的文字化表现ꎬ一般由标题、正文、广告语和随

文组成ꎬ都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相关信息ꎬ以满足受众

深度掌握广告信息的需求ꎮ 其中ꎬ标题是广告文案

的主题ꎬ同时也是广告内容的重点ꎬ往往是商品或企

业名称ꎬ作用在于引起人们对广告的注目与兴趣ꎬ将
受众引向广告的其余部分ꎮ 另外ꎬ正文包括产品或

服务的特点及用途ꎬ广告语是向公众介绍商品或服

务的宣传语ꎬ随文则是广告中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

的方法ꎮ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重视文案设计ꎬ文字翔实具

体又简明扼要ꎬ把产品的特色都充分表达出来ꎬ有利

于消费者了解商品并做出购买选择ꎬ体现了商家的

推销艺术ꎮ 针铺广告铜版文案主要包括 ３ 个部分ꎬ
最上面是标题ꎬ即针铺名称———“济南刘家功夫针

铺”ꎮ 中间是随文ꎬ即“认门前白兔儿为记”ꎮ 最下

面是正文ꎬ与企业名称遥相呼应ꎬ强化对产品质量、
服务对象、销售方式以及营销手段的介绍ꎬ共 ７ 列

２８ 字(一列 ４ 字)ꎬ即“收买上等钢条ꎬ造功夫细针ꎬ
不误宅院使用ꎬ转卖兴贩ꎬ别有加饶ꎬ请记白”ꎮ 标

题采用阴文ꎬ而随文和正文采用阳文ꎮ ３ 个部分文

字既独立存在ꎬ又相互联系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ꎮ 值

得一提的是ꎬ古往今来ꎬ由于利益驱使假冒商家品牌

的情况时有发生ꎬ刘家针铺为了防患于未然ꎬ在广告

铜版中还特意提醒顾客ꎬ一定要“认门前白兔儿”ꎬ
这与一定时期内存在的“请认准中国驰名商标”广

告语有异曲同工之妙ꎬ体现出那时商家就有了强烈

的品牌、自我保护以及诚信意识ꎬ客观上对产品的宣

传和销售也起了一定积极作用ꎮ
(三)图文并茂的版面

版面设计ꎬ又称编辑与排版设计ꎬ是印刷广告的

重要方面ꎬ由图形、文字、线条等视觉要素组成ꎮ 我

国古代商家注重印刷广告的版面设计ꎬ他们在理性

把握其设计要素的基础上ꎬ对之进行精心组合配置ꎬ
使整体版面视觉效果美观并便于阅读ꎬ以激发受众

的阅读兴趣ꎬ从而实现广告信息有效传达的目的ꎮ
与多以店主姓氏为名的招牌广告迥然不同ꎬ济

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图文并茂ꎬ显得丰富ꎬ
中间是图形ꎬ感性而动感ꎬ四周是文字ꎬ理性而安静ꎮ
针铺广告铜版版面布局合理ꎬ构图严谨ꎬ可以隐约看

到双线方框内使用了 ８ 条水线ꎬ将其分割成 ５ 个相

对独立的空间ꎬ各个要素依照框架骨骼进行排布ꎬ即
最上方是针铺名称ꎬ正中偏上位置是图形ꎬ其左右两

侧是随文ꎬ最下方是正文ꎬ层次分明ꎬ条理清晰ꎮ 图

形周围留有适当空白ꎬ文案部分充实ꎬ因而在众多的

构成要素中ꎬ画面中的白兔捣药图形显得较为突出ꎬ
并成为铜版的视觉中心ꎬ能迅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ꎮ
整个文案呈左右对称排列ꎬ使得视觉效果稳定ꎬ可以

衬托出产品的诚信之感ꎮ 图文以及文字之间正好形

成了视觉流程ꎬ既有连续性ꎬ又有间歇性ꎬ并且取得

了强烈的主次、大小、疏密、黑白的对比之美ꎬ营造出

一种空间感ꎬ独具东方艺术气息ꎮ 此外ꎬ版面对空白

的处理也较为慎重ꎬ充分利用了空间ꎬ有效地节省了

印刷成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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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针铺广告印刷铜版的文化意蕴

在广告传播中ꎬ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ꎬ文
化可以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成因、外化及产物[５]ꎮ
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技术

条件的物质产物ꎬ同时折射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

意识和价值观念ꎮ 针铺广告铜版商家借助白兔捣药

这一特定图形ꎬ把自我的美好意愿以及精神追求寄

托于广告之中ꎬ从而使其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ꎬ并成

为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媒介ꎬ主要表现在嫦娥奔

月的神话传说和铁杵磨针的寓言故事两个层面上ꎮ
(一)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

古代人们以特定事物来指代某种抽象概念ꎬ并
通过图形表现出来ꎬ使受众从中解读出某种意念ꎬ以
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ꎮ 从白兔捣药图形中ꎬ我们可

以看到商家对产品本身的宣传ꎬ同时也可看出对消

费者的美好祝愿ꎮ 针铺广告铜版中的白兔不是普通

兔子ꎬ而是在月宫里终日捣药、陪伴嫦娥的玉兔ꎬ这
一形象来源于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嫦娥奔

月ꎮ 由于不同人们的传播以及艺术加工ꎬ嫦娥奔月

神话不断丰富与发展ꎮ 再加之神话传播载体、人间

理想变迁与历史文化形态的不同ꎬ文本更是存在诸

多迥异之处ꎮ 在宋代以前ꎬ嫦娥奔月神话文本经历

了从“不死药”情节到“月中”语境的流变ꎮ 尽管如

此ꎬ在这些文本中ꎬ其嫦娥、不死药、月亮等基本构成

要素无一不与“不死”相关ꎬ他们有着“不死”的共同

诉求ꎬ贯穿始终的“不死药”主题成为嫦娥奔月神话

的核心情节ꎬ这实际上就是“长生不死”民族心理的

深刻反映[６]ꎮ
作为消费者熟知的公众人物ꎬ明星有其特定魅

力ꎬ商家正是看中这一点而乐于采用明星广告策略ꎬ
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也不例外ꎮ 商家将玉兔这一众所

周知的形象运用在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之中ꎬ能起到

很好的“名人”效应ꎬ这只兔子就是中国最早的广告

代言“明星”ꎬ显然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促销手

段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针铺广告图形在宣传商品的同

时ꎬ还利用了广告的客观心理效应ꎬ即借助嫦娥奔月

这一神话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动机ꎬ以满足他们的

精神性需求ꎮ 而嫦娥奔月神话迎合了古代社会上达

天子、下至庶民深层的“长生理想”心理需求ꎬ表达

了人们祈求不死的神话意图ꎮ 因此ꎬ这种针铺广告

铜版受到当时民众的喜爱ꎬ自然能融入社会生活之

中ꎬ并与受众产生共鸣ꎬ从而达到促进人们购买针铺

产品的目的ꎮ

(二)铁杵磨针的寓言故事

广告铜版中所宣传的是产品“针”ꎬ图形却是

“铁杵”ꎬ这里面实际上承载着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

寓言故事———铁杵磨针ꎮ 如南宋祝穆 (? ― １２５５
年)编撰的«方舆胜览»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磨针

溪ꎬ在眉州象耳山下ꎮ 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ꎬ未成ꎬ
弃去ꎮ 过小溪ꎬ逢老媪方磨铁杵ꎬ问之ꎬ曰:‘欲作

针ꎮ’白笑其拙ꎮ 老妪曰:‘功到自然成耳ꎮ’太白感

其意ꎬ还卒业ꎮ” “只要功夫深ꎬ铁杵磨成针”就出自

于此ꎬ后成为激励我们坚持不懈的名言警句ꎬ比喻只

要有毅力ꎬ肯下功夫ꎬ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ꎮ
在这里ꎬ看似关系不大的“针”与“铁杵”两者事

物之间ꎬ实则却是刘家功夫针铺“只要功夫深ꎬ铁杵

磨成针”经营理念的生动写照ꎬ只有以这种理念来

经营ꎬ企业才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ꎬ最终立于不败之

地ꎮ 同时ꎬ“功夫深”指代“功夫针”ꎬ针之质量为“功
夫”所制ꎬ象征产品的精工细作、质量上乘ꎬ从而让

消费者对针铺产品充满信心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针铺

广告铜版利用了广告的集体潜意识ꎬ采用双关修辞

手法而显得润物细无声ꎬ使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广告信息ꎮ 而“功夫深”这种价值观念也会反过

来有利于针铺产品的销售ꎬ商家将针铺广告当街发

放或张贴在闹市区ꎬ自然会招徕更多的顾客ꎬ从而使

得商铺生意兴隆、声名远播ꎮ

四　 结　 语

早期的广告形式主要有口头广告、实物广告等ꎬ
宋代还出现了印刷铜版ꎬ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

刷铜版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ꎮ 针铺广告

印刷铜版是当时经济发展与技术条件的产物ꎬ设计

合理ꎬ考虑到了受众接受和传播便利ꎮ 在这里ꎬ针铺

铜版白兔捣药图形、翔实简明文案和图文并茂版面

体现了商家的审美与智慧ꎬ针铺广告铜版白兔捣药

的图形与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铁杵磨针的寓言故

事ꎬ产生了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ꎬ使济南刘家功夫针

铺广告铜版的设计特征和文化意蕴达到了完美

统一ꎮ
可以肯定的是ꎬ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是商家

为扩大商品信息传播范围、弥补其它广告传播缺陷

而采取的一种先进的传播形式ꎬ印刷铜版这种广告

形式的出现ꎬ是中国广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

为事物ꎬ对后世平面广告的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从刘家功夫针铺广告印刷铜版不难看出ꎬ广告作为

一种文化载体ꎬ它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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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特征ꎮ 从针铺广告白兔捣药这一特定图形可以看

到古代人们美好意愿以及精神追求对广告图形的重

要影响ꎬ针铺广告铜版蕴含着其广告之外的深刻文

化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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