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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常见的广而告之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报纸杂志是当时最主

要的传播媒介之一。企业和商家通过这样的传播媒介刊登宣传广告，成为民国时

期将商品向消费者、代理商等进行介绍和传播的最好方式之一。这个时期的山西

企业为了将优质的本土商品进行更大范围的宣传，也选择了在中国不同地域的报

纸杂志上刊登广告。本文通过对具有山西本土特色的商品广告内容进行梳理，试

图反映出民国时期企业广告内容对商品市场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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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初，中国工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遇。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

经济发展，更引发了企业间的竞争，广告就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时间契机下应运

而生。目前对民国时期广告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文献资料是 《申报》②、 《大公

报》③、《良友》④ 和《北洋画报》⑤ 等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报纸杂志。由于民国时

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进行整体研究难度较大，⑥ 切入点主要是从广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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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①和营销策略②，对直接影响生活的烟茶③、医药④、教育⑤、戏剧⑥等行业

进行分析⑦。其中，以极具特色的上海月份牌广告为代表，专门研究女性符号的

使用近年来也成为近代广告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⑧ 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向世

人展示了其所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民国时期商品市

场及城市发展的情况。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同以上海

为金融重心的周边城市和相关企业，对同时期的内陆城市、企业的行业类广告研

究，以及因广告行业发展产生影响的相关成果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尝试通过民国

时期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内陆省份山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山西企业在报纸杂志

上刊登的各类行业的广告进行分析，试图从广告内容中窥探出在时代发展变迁

中，传统晋商并没有完全淹没在历史潮流中，而是一直努力尝试从传统企业到现

代企业、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型。

一、民国时期山西企业广告内容反映营销模式

民国时期，外商企业蜂拥进入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于

是它们借用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广告的方式成功渗透，甚至是进行行业市场的垄

断。受外商企业营销方式的影响，中国越来越多的商家也开始关注对企业产品进

行前期的广告投资。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虽然 19 世纪

中叶，整个省份的科技革命也经历了质的飞跃，但是电力发展还在初级阶段，⑨

无线电广播无法成为企业宣传的主流媒体，更多的企业还是趋向选择受众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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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杂志和宣传单，将其作为产品和服务等进行广告宣传的方式。
民国时期由山西省政府投资的具有 “省营”性质的，① 主要从事对外贸易的

斌记商行，为了更好地宣传商行经营的产品种类和相应的业务，在 《太原指

南》② 上刊登了广告，具体内容为:

迳启者，本行为发展实业，供给社会需要起见，所有太原

壬申制造厂暨育才炼钢机器厂出品，均由本行独家经理，如麦

粉机、纺织机、切面机、吸水机，以及各种工具、农具、汽车

零件等项，并可设计制图，承造机器修配零件。货高价廉，媲

美舶来。
近又制造罐头食品，如梨、桃、苹果、葡萄，各种水果、

蔬菜、肉类，清洁卫生，堪称可口佳品。
此外，更由世界各大名厂采办钢铁、铜、锡、铅、铝等

项; 原料、火酒、硝硫、盐酸、电话、钢铁、铅丝等项。货品

及各种机器、工具、附属零件，凡一切五金电料与家庭用品，

无不应有尽有，种类繁多，货色精良，其他营业项目尚多，不

克备载、价格克己、手续简便以符为社会服务之目的。
如蒙赐顾，无任欢迎，谨启。

这则广告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斌记商行负责独家代理出售太原壬申制造厂暨育才炼钢机器

厂出品的工、农业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同时提供针对实际需要重新设计图纸的

服务，并承诺商品质量比肩国外同类产品。斌记商行享有销售育才炼钢机器厂所

生产商品的专营权，并采用独家代理的方式，不仅不承担经营风险，还可以从中

赚取佣金。
第二部分体现了斌记商行涉足食品加工业行业，并不是简单的贩卖成品罐

头，而是制造罐头食品。根据斌记商行的企业经营范围，这个时期它并不建设有

生产部门。③ 但又“制造罐头食品”，且制造的食品品种包含种类较多，涉及各

类水果、蔬菜和肉类。民国时期，受技术和原材料的限制，炼制水果和牛乳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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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艰难，战前国内的罐头食品主要以舶来品为主。① 此条广告刊登的时间在 5
月，并不是各种瓜果蔬菜丰收的季节，斌记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罐头加工技术，

刊登如此内容的广告，大致可知斌记商行可能受到罐头加工企业的委托以代购原

材料，或者作为罐头加工企业的投资者其了解到了罐头市场的销售行情，为提前

为购买原材料广而告之。
第三部分就是介绍斌记商行的传统经营业务，它具备代购世界各国各类品牌

五金、电料、机械、化工原料和机器零部件的能力，经营业务覆盖面广，经营项

目种类和品牌多，且价格公道，办理购销手续方便、简洁等，这些都成为它传统

经营业务上的优势。
第二则广告是斌记商行刊登在 《西北电影》② 上的，具体内容为:

敬启者，本行为促进建设、辅助实业起见，特由中外各大

名厂采办五金、电汽、化学等项材料，以供建筑、开矿及各种

工业上、家庭间之应用。对于社会上之需要，因时代与季节之

不同，随时加以严密注意搜罗供给，尤以近来建设事业所需机

料，不分门别类，应有尽有。
刻下广播、无线电风行一时，传播消息，灌输文化，实为

最低廉之利器，本行特备各种收音机及一切配件，并可代修装

配，藉资提供。
至本省西北各厂所出农工、器具、纺织、面粉机器、洋灰

等项，均可经理销售，如遇大宗交易，订立合同交款提货，更

所欢迎，此启。

这则广告也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总体概述了斌记商行具体经营的项目，并一再提出此时其经营主要

是为了“促进建设、辅助实业”。在广告一开始就提及这样的内容，主要目的是

彰显自身资质，直接展现出具有同时期其他五金行无法比拟的实力。
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了斌记商行负责代销收音机，并提供售后服务，通过售后

服务提高企业的信誉，从营销上使销售这个环节更加完善，已粗具现代市场营销

理念。同时从这则广告中可知，斌记商行在代售收音机的同时，也在寻找包销

商。包销商和代理商最大的区别在于包销商在销售过程中需要规避经营风险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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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润，而代理商却不用承担经营风险，可通过代理的方式较为轻松地赚取佣

金。根据《山西通志》记录，太原在民国初期电力并不发达，广告中也介绍说

明收音机是时尚商品，所以从广告的表层内容看，斌记商行是在推销时尚商品的

同时，试图将这种成本较高商品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包销商，以通过广告宣传达到

自己的营销目的。
第三部分介绍了斌记商行代理西北实业公司所有所辖厂矿的产品，涉及第

一、二产业。比较第一部分的内容，相同之处是再一次彰显斌记商行的经营实

力，不同之处是第一部分内容主要是为省营企业代购所需五金、机械设备，而这

一部分是代销省营企业生产出的产品。
从广告的内容上看，这两条广告并没有幽默的语言描述，也没有过度精美的

排版，更没有在其中附带斌记商行的商标品牌，只是使用了白话文对自己的经营

范围、商品种类和营销优势做了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广告在体例、框架和

内容上只是初具现代广告雏形。和其他山西企业不同的是，两则广告分别以完全

不一样的内容刊登在两本完全不同行业的杂志上。但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就是

斌记商行一直都在为产品的零售、批发寻找愿意合作的贸易伙伴，为了企业经营

拓展开展代理、代销、代购等营销方式。
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技术从机械化向电气化转变，面对外商企业的竞

争和市场行业近代化的发展，斌记商行紧跟市场环境变化，积极开拓除传统五金

行业外的食品加工业和时尚业，并试图从传统第一、二产业逐步跨度到第三产

业。尽管它的广告没有幽默的语言描述和精美排版，但却试图通过这个窗口，向

有各类需要的企业介绍其经营的项目。
一些国内近代企业通过广告方式进行自我推销，在市场中寻求新的贸易空

间，虽然比外商企业晚了几十年，但这种积极的态度和方式，不仅有利于扩大市

场占有率，树立自身良好形象，还为更多其他中国企业在广告宣传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这同样也是值得今天的企业家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民国时期山西企业广告内容表现形式多元化

市场营销负责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流通中通过一定的方式呈现给

消费者。这种方式不是强买强卖，而是一种技巧，通过对企业产品的研究，以广

而告之的方式推介其进入销售市场。通过广告的方式将产品、营销业务和服务推

销出去，是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
斌记商行两则广告刊登的时间分别为 1935 年 5 月和 1935 年 12 月，正值斌

记五金行第一次改组，准备正式归入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依据阎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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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厂矿购料必须经由采运处或斌记商行”的指令，① 此时的斌记商行已经得到

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遵守市场营销规则，主动通过广告宣

传的方式推销企业，亦属营销上策。
1936 年 11 月刊登在《北方快览》上的山西阳泉站保晋铁厂的广告，② 同斌

记商行一样的是，沿用传统方式用大量文字清楚介绍了自己的产品。不同的是，

为了让消费者直接清楚地捕捉到保晋铁厂的制造业特色，企业三个部门熔炼部、
机器部和窑业部，在介绍时字体采用黑体加粗的方式显著标出。三个部门又分别

有特色产品经营，例如机器部专造锅炉、水泵、高车、矿床、引擎等。在广告中

排版上，相关内容字体比其他内容小一号，从视觉上依然方便消费者进行有效信

息的捕捉。最小的字体是对特色产品种类和性能的介绍。整体来看，保晋铁厂整

版页的广告中使用了黑体等不同字体、六种不同字号。可见，这个时期的广告有

了一定的进步和改善，不仅增加了视觉美感，更多的是产品信息的可识别性得以

增强，逐渐成为企业进行产品营销的有效手段之一。
民国山西企业的广告也不乏里面有插图的，但是工商业类有广告插图的较

少。这一点与同时期的外国商行相比，差距较大。为了更好地对产品进行宣传，

山西企业也在同外商企业竞争的过程中，积极模仿和学习。1936 年晋裕汾酒公

司在《北方快览》《晋华快览》 《太原指南》上分别刊登了新的广告。③ 除去字

体的变化外，还增加了产品图片———虽然受当时打印技术的限制，为黑白颜色，

如图 1 所示:

从此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出 80 多年前山西杏花村汾酒包装之精美，并在瓶

口处特意标注“注意封口票，谨防假冒”的注释，这是商家为了保证产品品质，

通过广告方式提醒消费者如何区分晋裕牌汾酒的真伪，以此树立品牌价值。
另外，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晋裕汾酒除在山西省销售外，还在其他 8 个城市 12

家店铺设有分公司或者是代销店。其中北平共有 5 家代理店铺，前门大街和大栅

栏分别占 2 家。从地理位置上看，时至今日，这两个地方都是北京最繁华和热闹

的街区，而民国时期，晋裕汾酒可以在这里占据如此数量的代理店铺，足以显示

汾酒销售之火爆。此外，晋裕汾酒公司代销店最北开设到了包头，最东开设到了

南京，最西开设到了重庆，最南开设到了长沙。无论是繁华的华南华中地区，还

是偏远的塞外，都有晋裕汾酒的足迹，其辉煌从这个广告上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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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天津人民

出版社，2001，第 104 页。
北平民社: 《北方快览》，京城印书局，1936，第 13 页。
王文清: 《汾酒源流 曲水清香》，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第 253 页。



图 1 晋裕汾酒公司在《北方快览》上刊登的广告①

民国时期通过广告反映出的营销手段还有很多，例如在 《申报》上，华成

烟草公司为了吸引大众，隔日连续刊登 《陈圆圆画传》，每次一图并附有文字说

明，最后在故事和图的下方再附自己公司的香烟广告。② 这种营销方式，打破了

传统广告方式固有的营销思维，即没有使用幽默的语言也没有使用精美排版，而

是抓住读者都喜欢故事和图画的心态，使其在看完连环画之后顺带记住了公司产

品。这是初具雏形的捆绑式销售模式。遗憾的是这种营销方式并没有出现在山西

企业的广告中，山西企业采取的广告方式还是大多通过产品图片和文字说明介

绍，经过一定程度的排版进行宣传。但是一家利用本地资源生产商品的山西企

业，除了语言描述和字体使用、排版设计之外，使用了女性形象，以提升产品品

牌形象，扩大产品销量。
荷兰金牛奶公司位于太原前所街 24 号，在 《太原指南》上刊登了宣传其公

司牛乳的广告: “健纯牛乳是浓甜可口、谋健康的救星，防疲痿的要素”。这则

广告除文字描述外，还附有两张图片，一是产品外形图案，二是手里拿着装有牛

奶玻璃杯面带微笑的女性，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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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平民社: 《北方快览》，京城印书局，1936，第 14 页。
“美丽牌”卷烟广告，《申报》1934 年 11 月 2 日，头版。



图 2 荷兰金牛奶公司刊登在《太原指南》的广告①

随着广告业的发展，女性形象不单只出现在月份牌的广告封面上，开始逐渐

出现在一些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商品的广告上。这个时期的女性几乎承担着各自家

庭中的所有家务，她们是与生活相关商品有最直接关系的消费者。随着近代女性

教育的发展，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成为有文化的新知识女性。通过阅读，女性消

费者更清楚如何购买、如何正确使用新的产品，从而使家庭更清洁，家人食物更

营养、美味可口，从而达到好的持家效果。② 虽然荷兰金牛奶公司不是一家纯山

西企业，但是这家企业利用山西本地奶源开发产品，并在山西地区进行产品推

销，主要的消费群体也是山西本地人。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的山西企业广告还开始使用英文或英文翻译，例如荷兰

金牛奶公司译为 “Netherland Golden Dairy Co. ”，保晋铁厂译为 “Pao Chin Iron
Works”。一方面，民国时期欧洲各国纷纷在中国开办洋行，设立工厂，从而吸引

了大量外国人在中国生活; 另一方面，山西企业刊登广告的报纸杂志，其发行区

域不仅仅局限于山西，从晋裕汾酒公司的广告就可以看出，企业产品最远辐射省

份可达南京、重庆等地。既然山西出产的名酒可以远销外地，依托山西丰富的铁

资源，保晋铁厂也希望通过英文介绍让外商对自己的产品产生兴趣。无论是哪个

方面，谁也不能低估广告传媒在营销层面对外国人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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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西民社: 《太原指南》，此广告图片位于封面后第 5 页。
张秋妹: 《民国报刊广告面面观》，《档案与建设》2002 年第 8 期，第 40—42 页。



通过这些广告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无论是山西本土企业，还是在山西经营

的非本土企业，既满足了本地普通大众的日用品消费需求，同时又开辟了省外市

场，甚至对一些高消费人群做出了具体营销策略，体现了一定的市场分析细化处

理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全面化营销策略。同时，通过对山西企业广告形态的分

析，不仅可以了解其所属行业的营销策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战前山西工

业、农业、生产加工业甚至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

三、民国时期山西企业广告内容用语基本特征

民国时期的广告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是最主要的组成

部分还是语言文字。企业依旧需要依靠语言文字进一步表达商品的特点，需要斟

字酌句，才能使广告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中国企业使用广告的方式是受西方企业营销模式的影响，但广告内容用语并

没有全完学习西方企业的模式，而是更倾向于使用简洁明了、文脉清晰、句子简

短的模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四字词组的语言表达方式从古

至今都被中国人广泛应用着，它是汉语言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既可以凝练所要表

达的意思，还容易朗朗上口。因此，在山西企业的广告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四字词

组，并且以排比的方式出现。例如:

第一则，“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广告:

自来水笔、高等文具、风琴口琴、运动器具、书画碑帖、
儿童玩具、本馆礼券。①

第二则，“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广告:

专营电器、装置求精、附设面机、且益卫生、谨此广告、
代安电灯、花灯彩耀、精制麦粉、如蒙光顾、俾便周知、兼收

电料、以供喜庆、洁白细腻、无任欢迎。②

这种四字词组不是传统的成语，只是通过词语的组合表达出企业经营的业务

范围、商品种类等信息。从第一则广告中，不难看出，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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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山西民社: 《太原指南》，此广告图片位于第一编结束与第二编开始之间。
同上书，此广告图片位于第七编结束与第八编开始之间。



一家图书出版社，并不是只是经营印刷、出版的业务，还销售体育用品、音乐器

具和办公用品等，甚至还包含礼券销售。因为在广告的最上方有标注 “送礼佳

品”，以及“本馆礼券”，这里提到的礼券很有可能就像今天使用的购物卡，通

过提前充值，任何人只需凭卡就可以进行消费。通过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这种灵

活的购物卡消费模式，可以看出近代山西企业的经营者已经颇具有现代企业营销

思想。
在第二则广告中，也大量使用了四字词语。不同于第一则广告，其四字词语

除了介绍企业的产品外，还对产品的质量层面进行了描述。例如，太原电灯新记

股份有限公司专营的电器装置质量精良，安装的花灯光彩耀眼。这种四字词组经

过排版更加便于阅读，但在有限的版面中使用具有文言文性质的语言，就会使广

告仅仅从格式上看上去整齐，内容上并不利于读者对企业具体经营的产品进行了

解。如“附设面机、且益卫生、精制麦粉、如蒙光顾、俾便周知、兼收电料、以

供喜庆、洁白细腻”，会使消费者产生一连串的疑问: 电灯公司为什么会销售面

机? 同样还能制造麦粉? 这样的一家公司除了销售电器外还收购电料，而且这种

收购方式是为了表达喜庆?

白话与文言文交织的广告语言也是近代中国广告中的特色之一。整个近代山

西企业的广告，内容用语多直陈其事其物，但受长时期文言文书写传统模式的影

响，广告语言文体并没有完全使用白话文，还依然处于白话与文言文的交织过程

中。这种痕迹除了表现在四字词组的广告语中，更多的是同下面图 3 所列的两则

广告一样。
斌记商行和北平民社出版都是以一段话的方式对企业产品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两则广告语言形式都是文言文夹杂白话，只不过后一则广告比前一则广告增

加了标点，使得阅读广告内容获取企业产品信息相对容易。从整体上看，白话夹

杂文言文的广告语言不利于对企业产品信息的解读，但这种形式的广告依然存

在，是有其原因的。企业在刊登广告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杂

志。民国时期，具有影响力杂志的核心读者群，主要是以大量接受过旧式文化教

育的人为主，这些人依据长久的阅读习惯更偏向于文言文。①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

则广告就可以明显看出，文言文、文言文夹杂白话文的表述方式使得广告内容机

械呆板，无甚生动有趣之处，甚至让消费者感到迷茫，完全达不到企业刊登广告

为商品进行宣传的效果。刊登企业广告的杂志既不是深奥的学术性期刊，也不是

色彩浓重的政治性杂志，民国时期更好推广山西商品的企业广告还是以用语轻松

简洁，直接明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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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无署名: 附件《日报可带教育的速成科》，天津《大公报》，1940 年 3 月 5 日。



图 3 斌记商行和北平民社出版社刊登在《太原指南》的广告①

四、结束语

企业真正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刊登广告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企业真正意义上

刚刚起步的时期。这个时期，外商企业大批量地将洋货向中国市场倾销，很多中

国企业在面对这种状况时，本身所掌握的现代经营知识有非常有限，传统的经营

和管理模式又不足以改善或者是承受这种来自外商企业营销策略的压力。面对不

同于传统模式的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资金融通就成了企业首要解决的问题。民

国时期，除国家、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可以得到政府资金支持外，私人企业无论

大小都很难从市场上募集到资金。为了降低资金链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就需要通

过其他方式来予以改善。受空间地域的限制，企业产品信息没有办法拓展到企业

所在地域之外的地区，而广告事业的出现和兴起，为其经营宣传打开了一扇窗。
在现代企业销售战略中，广告宣传和产品市场开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自古商战中有言: “操奇计赢，犹将兵者之运筹也。图和攻，如何守，兼筹并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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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民社: 《太原指南》，第一则广告图片位于第 24—25 页间，第二则广告位于第二编结束与第

三编开始之间。



营业自日臻于强盛。广告者，乃攻城略地之工具也。盖商人以诚信为壁垒，以广

告为战具。广告精良，犹战具之犀利也。执有利器，战无不克。故商业与广告，

关系至为密切。”① 近代企业通过在报纸杂志刊登广告进行宣传，有助于商品在

市场中迅速以较为直接的视觉方式获得消费者的信赖，从而为企业的市场开拓起

到积极作用。
虽然民国时期受印刷技术的限制，除少数企业刊登的广告抓人眼球外，绝大

部分企业刊登的广告相对内容直白，缺乏色彩，形式单一。即便如此，不能否认

的是在如此简单的内容形式下，依然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对企业产品的宣传和

推广。正如山西民国企业晋裕汾酒的产品也正是通过广告的方式逐渐赢得不同地

域消费者的喜爱，形成品牌价值，由此进一步拓展了销售市场。汾酒企业产品成

功成为社会主流商品，除了得益于自身本身的品质，更是得益于通过广告将其优

良品质进行推广宣传，让更多的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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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潘君祥: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转引自徐启文《商业广告之

研究》，载《商业月报》第 74 卷，第 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