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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民初對於西方事物的學習，成為中國政府與知識份子以國家利益考量之下的首要之途。然而對於新價值的引入除了透過知識份子為振興國力的主動引介之外，還有另一種被動的方式，透過物質文化夾帶進來的西方價值系統。因此，處於藝術世界邊緣的《申報》「自由談」刊頭，便是一個考察這種被動模式的範圍。


視覺藝術的發展是遍及於社會的每一個階層，而各自有其消費群。當西方各國與中國開始接觸之時，中國的西化就開始，並且是來自與西方接觸的各個面向之中。也就是說，許多西方視覺圖像的元素，是藉由各種關係像是生活中的物品或是印刷品刊物或是洋行廣告刊板等等，而開始慢慢的在中國社會的視覺圖像中展露出來。然而這些接受的方式，並不是藉由繪畫學院中的刻意學習而得，而是在許多視覺圖像的表現形式中予以轉化。並且，視覺圖像是如何透過商業市場的機制，影響社會大眾接受圖像的能力，正是研究屬於視覺圖像領域低階的商業美術最大的價值意義。透過學院訓練的美術人才相繼投入屬於商業市場的「自由談」刊頭製作，我們可以觀察到受西方影響的圖像世界是不斷擴張，且層次更為繁複。這是一環環相扣的關係，絕不可能切斷任何一個環扣，而其中一部分仍得以繼續發展。


我們可以在報紙刊登的圖像內容呈現中窺得此一樣貌。長年刊載於上海《申報》的副刊「自由談」，其刊頭就是藉由每日出刊的大眾傳播媒介，展現小幅尺寸且黑白畫面表現的商業美術作品。另外，不僅在「自由談」刊載的文章內容上，還包括了刊頭圖畫作品，女性主題一直是經常表現的題材。使得我們注意到在這屬於「鴛鴦蝴蝶派」的文藝空間與刊頭圖像之間緊密的關連性。這些「自由談」刊頭所呈現的特質提供我們更多面向的考量因素。因此以「自由談」刊頭中女性圖像作品形式上的變化探求民初美術界西畫的發展以及學院美術與世俗文化互動的關係將是本文主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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