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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故宫日历》发布会近日在
故宫博物院举行。作为故宫博物院的
一张文化名片，《故宫日历》已连续出
版13年，通过展示故宫珍贵文物，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普及和
推动作用。

关于《故宫日历》的来龙去脉，在
上世纪30年代的相关史料中多有记载。
追溯其身世，须从中国现代思想家、文
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
日记中探寻一二。钱玄同在1930年12月
24日的日记中提到：“午后至直隶书局
购故宫月份牌，每日印一件故宫的宝
物，共365件，很有意思，价一元七角。”
这就说明，至迟在1930年末，一日一图、
印制精美的《故宫日历》(由直隶书局自
营)已经出现。当然，钱玄同于1930年年
底所购者，应为1931年《故宫日历》，是
为新年购置的自用品。

严格说来，“月份牌”并不等同于
日历，日记中提到的“故宫月份牌”究
竟是不是《故宫日历》，抑或是某种借
用故宫名义的同类型产品，尚无法确
证。要想求证这一问题，还得从《故宫
日历》面市始于何时说起。1932年11月
30日，北平《华北日报》刊发《故宫日历》
的出版预告，乃是最早见诸报端的《故
宫日历》之宣传介绍，《华北日报》刊发
的《故宫日历》出版预告原文如下：本
院特制日历，继续已达两年，久经脍炙
人口。本年更特购最优德国咪色铜版
纸，精选宋元明清书画古物，改用左右
翻动活页，一面图画，一面日历，毋庸
撕折，俾易保存。壁上案头，皆可适用，
便利精美，可谓空前。业已出版，开始
出售，定价每个大洋二元，外埠函购挂
号邮寄加邮费大洋二角五分。制印无
多，购者从速。欲观样张者，请向以下
机构索阅可也。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
物发行所，上海泗泾路利利公司，本市
及各埠各大书坊。

据此预告内容，可知至1932年印制
1933年版《故宫日历》时，《故宫日历》已
印行过1931年版、1932年版两种。于此，
基本可以确定钱玄同于1930年末所购

“故宫月份牌”，即为1931年版《故宫日
历》，是其面市的最早版本。可以说，如
今见诸日记等相关文献载录的，钱玄
同可称近现代学者中最早购置《故宫
日历》者。

此外，从1933年版始，《故宫日历》
新增“台式”款型，“改用左右翻动活
页”这一款型，比之先前的每过一日即
得撕折一日日历的“挂式”，工艺又更
进一步。当时，需要看一看样品，再决
定是否购置的消费者，还可以向“北平
故宫博物院出版物发行所，上海泗泾
路利利公司，本市及各埠各大书坊”索
取样张。可见至迟在1932年末，《故宫日
历》的发售已立足北平、上海两地，且
有辐射南北各大都市的市场布局了。

事实上，不仅如钱玄同这样的新
派学者对《故宫日历》颇感兴趣，不少
同时代学者对《故宫日历》也喜爱有
加。譬如，俞平伯就曾于1932年12月间，
将《故宫日历》赠予周作人，作为新年
赠礼。又如，梁实秋也收到过友人寄赠
的《故宫日历》，在致友人的信中表达
过赞赏之意，信中称：“顷接《故宫日
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
有古物照片欣赏，实日历中最佳之作，
拜领谢谢矣。”

随着《故宫日历》在北平社交圈中
的广为流行，其声名也很快远播至天
津及华北地区。时至1934年，《故宫日
历》已委托天津《大公报》代售，到1937

年元旦前夕，《故宫日历》在天津已呈
“供不应求”之势，遂出现了天津商家
直接在北平订购再转销的情形。此举
无异于绕开《大公报》代售处，急于因

“洛阳纸贵”而要“抢生意”了，足见当
年这一新年日用物件的流行热度。

其实，代售《故宫日历》的杨本贤
广告公司，在中国广告史上也是大名
鼎鼎，这是1921年创办的北京首家广告
社，其主要业务是为在京各报承揽广
告业务，后来发展到兼营电台和影院
广告，其经营规模与专业程度在当时
的中国广告业内是有口皆碑的。《故宫
日历》由杨本贤广告公司代售，从一开
始就显示出“强强联手”的意味；其营
销推广的力度与专业度，明显要优于
本地与外地的代售商家。就在《故宫日
历》公开发售的这一年，古物陈列所推
出的《古物日历》也隆重登场。古物陈
列所当时与故宫博物院并列，也设在
故宫内，成立时间还早于故宫博物院11
年，是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
博物馆(1948年3月与故宫博物院合并)。

1936年12月15日至19日，接连五天，
《华北日报》上的广告零售价，皆为一
元七角六分，比第二年的售价还要低
二角二分，此举究竟源自怎样的营销
策略，实在无从解析。1937年阳历元旦
过去20天之后，《华北日报》头版仍在刊
发1937年版《故宫日历》的广告。北平代
售商家仍是杨本贤广告部，每个日历
的零售价为一元九角八分。其实，从1
月16日起，接连五天，杨本贤广告部一
直都在《华北日报》上，刊发这样的优
惠发售广告。这样的降价优惠力度，或
许是考虑到了阳历新年已过的缘故
吧。可是，再往前翻看同一时期包括

《华北日报》在内的北平各大报刊，就
会发现1937年版《故宫日历》零售价的
变动，并不是按照临近阳历新年的程
度而由高至低变动的。不过，谁也没有
料到，再往1937年1月20日的广告之后
查阅，竟然再也查寻不到关涉《故宫日
历》的任何报刊广告了。原来，因“七七
事变”爆发，日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故宫日历》的编印工作，也不得不
因此中断。

1938年的平津地区，由于全部沦陷
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再也没有1938年版
的《故宫日历》来供人们使用与观赏
了。就此，1937年版《故宫日历》，遂成老
版《故宫日历》的“绝版”。于1931年面

市，至1937年中止，历经上个世纪30年
代最为波诡云谲的七年时光，老版《故
宫日历》，终于不得不与国人依依惜别
了。

时至2010年，以1937年版《故宫日
历》为蓝本的“复刻版”，新版《故宫日
历》翩然面市。“复活”之后的《故宫日
历》，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备受社
会各界瞩目与喜爱，毕竟，这一有着深
厚文化积淀与沧桑岁月见证的日历产
品品牌，是很容易唤醒国人的文化记
忆与情怀寄托的。新版《故宫日历》至
今已印行发售十三年之久，其热销畅
销、追随者众的态势，一直保持着“领
跑”的姿态，已然稳居同类产品“龙头”
地位。

延续经典传统一直是《故宫日历》
之本，2023年封面为清代宫廷画家冷枚
的《梧桐双兔图》轴。双兔在梧桐树下
回首对望，氛围静谧祥和。一轮满月中
的“兔”字系故宫博物院藏石鼓文字
体，古朴大气之中别具灵动；附赠的

“故宫花兔兔”徽章造型则源自故宫博
物院所藏明人画《双兔图》；日历主色
调绿色也与兔子的多子寓意和婴戏、
百子主题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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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笑涛

关于“小孔成像”的原
理，《墨经·经说下》中留有
记载：“光之人，煦若射。下
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
下 。足 蔽 下 光 ，故 成 景 于
上 ；首 蔽 上 光 ，故 成 景 于
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
景库内也。”这段中国最早
与摄影成像理论有关的文
字早于西方摄影理论两千
多年的时间。

西方的照相机及摄影
技术源于法国。18世纪，法
国有一种行业，即在画人
像前点一支蜡烛，背后墙
上放一张白纸，画家用铅
笔把烛光投射到纸上的人
影勾画出轮廓，再用铅笔
涂实而成一张“照片”。1839
年，法国人达盖尔开始从
事照相技术研究，恰好此
时，一个名叫哈谢尔夫的
人发明了定影技术。达盖
尔以自己发明的底片和显
影技术，结合哈谢尔夫发
明的定影技术和维丘德发
明的印相纸，制成了世界
上第一台照相机。

摄影传入中国的时间
大约是在1844年10月，当时
法国摄影师于勒·埃及尔作
为法国海关总检察官随同
法国外交使团，乘坐法国

“西来纳号”三桅战舰带着
达盖尔摄影机抵达澳门，拍
下了一批澳门最早的照片。
其后，他又换乘“阿基米德
号”赴广州黄埔港，拍下了
一批中国内地最早的照片，
其中包括现在收藏于巴黎
法国摄影博物馆的两广总
督耆英的半身像。

摄影理论与技术在中
国的发展已经有很长一段
时间了。中国的摄影技术伴
随着时代的发展也经历了
从原始到成熟，从单一到多
元，从国内到国际这样一个
发展过程。这段时间里，中
国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
摄影大家，如谷永威、曾毅、
戴桂娣、孟庆林、贾虹荀、鞠
航、张闻兵、马千里、时耀
华、孙京涛、蒲永强、张光
泉、张世刚等。

伴随着摄影设备的更
新换代与技术提升，摄影
人的思维与摄影的发展也
在不断升级。

在照相机及摄影技术
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时间
里，我们国人从开始蒙昧
地排斥摄影到把摄影作为
一门独立艺术，这期间经
历了非常复杂的艺术论证

过程。最早的照相机结构
十分简单，仅包括暗箱、镜
头和感光材料。现代照相
机比较复杂，具有镜头、光
圈、快门、测距、取景、测
光、输片、计数、自拍、对
焦、变焦等系统，现代照相
机是一种结合光学、精密
机械、电子技术和化学等
技术的复杂产品。现在的
数码摄影设备再次升级之
后，特别是通过计算机后期
可以进行再次修正、修改、
合成……颠覆了之前的很
多摄影理念，提升了摄影美
学的格局、高度与想象力。
后期数码合成技术甚至为
摄影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
空间，为摄影者的创作提供
了无限可能。

综观中国这几十年摄
影的发展，伴随着摄影设
备的升级换代，摄影已经
从“旧时王谢堂前燕”，慢
慢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摄影不再是高高在上、遥
不可及的天上月亮，也不
再是一门难以掌握的特殊
技能，而是当下人人用手
机都能实现的普通生活日
常。摄影设备的普及与技
术的更迭，让当下人人都
能参与到摄影中来，人人
都可以享受摄影带给生活
的种种便利与美好。

摄 影 设 备 和 摄 影 技
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我看来，无论摄影设备
及软件如何升级，还是需
要 摄 影 家 的 摄 影 技 术 加
持。一个摄影家，拥有好的
摄 影 技 术 才 是 摄 影 的 关
键。好的摄影技术不仅仅
是时刻有发现美的眼睛；
是能够用光影记录下生活
中的意外瞬间；是能够把
握每一丝情绪后用快门记
录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是能够用特殊的构图方式
来 呈 现 有 秩 序 的 美 丽 世
界；有时候甚至是需要摄
影者用一腔热血通过光影
糅合自己的生命力量，呈
现在照片上……

摄影，最关键的还是
摄影者本人。摄影设备千
差万别，但是摄影呈现出
来的美，是因摄影者的学
识、经历、哲思、对生命的
感悟不同而不同。好的摄
影作品应该是能够打动人
心的，能引起观赏者共鸣
的，能够体现生命之伟大
的。只有这样的摄影作品
才能是好作品，能够拍摄
出好的摄影作品更多还在
于摄影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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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尔发表的《中国游记》中，他挑

选了一张广州的照片附于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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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版的《故宫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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