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探索 

外销画的商业性与学术性小探 
◆罗  园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省南昌市） 

 
摘要：18 世纪中叶，在当时最大的通商港口城市广州出现了一批画风迥

异于中国画风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受到西方绘画技法的影响，

同时又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猎奇心理的需求。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好奇
与接受加上商业利益的驱使，同时还有统治阶级对外来艺术的宽柔态度，

从而使得这种带着西洋风格表现中国事物现象的作品成为美术发展的长

河里的一朵奇葩，并且具有了一百多年的繁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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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以来，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口之一，千年以来，

长盛不衰。但是从这里出发运往世界各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所
熟知的丝绸、瓷器等产品。明清以来，还有另一种产品在中国的
海外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外销画。在广州，画师们
用西方的颜料与毛笔，以融会中西的写实技法，描绘出一幅幅东
方图景，销售给洋人。 

外销画的商业性 
外销画是中西贸易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外贸艺术商品，

从商品的定义来讲，外销画一种劳动产品，是画家或者画工为了
满足市场需求通过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结
合体，外销画能使劳动者获得经济效益，在实现其价值的同时还
能使购买者获得使用价值，购买者可以通过画作获得一些信息或
者欣赏价值。从这一点讲，外销画的出现具有商业性。 

外销画家根据市场需求品味绘制出大量的不同种类的作品，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外销画创作群体之所以能够把握住市场潮
流，大多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资料证实
大多数的外销画作品都是由多个画工完成的，所以其制作过程是
流水作业，每个画工都有各自的专长，这样也就导致了效率的提
高，使得外销画成为批量生产，从这一点来讲外销画的商业性要
远远大于其艺术性。外销画的收益相当可观，“据美国《中国皇
后号》的文献记录，1785 年中国题材和西方题材的外销画，价
格在 9 美元左右，到 1800 年时，美国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
的苏里文•多尔（Sullivan Dorr）的笔记中记载，一幅新古典主义
绘画的玻璃复制品单价为 16 美元，相当于美国商船三副的月
薪”。可见其收益的诱人，在这样利益的驱使下，外销画的成批
量生产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现存的作品和有关资料可以知道，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
上半叶，广州口岸出现了两位以“林呱”为名的外销画家，许多
学者推测其为父子，但无具体史料确证。 

在香港也有一些画匠，但他们所有人都从事这类工作且拥有
一样的根据画布尺寸变化的价格表。每个工作室都拥有经理人，
等待港口到达的船只，从外国水平以尽可能大的尺寸和尽可能便
宜的价钱订购外销画，这些作品应在 24 小时内为随时可能开航
前画完，装裱好画框并包装好。 

外销画的学术性 
外销画的形式脱离不了传统绘画，尽管外销画出现各种各样

的风格、流派、但和西洋花卉、静物画、风景画是不同的，绘画
的发展，期间总是会有很多相同的因素在延续和维系，才不至于

变成一种完全陌生的绘画语言。 
我们一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一批展示旧广州街头

各行各业的外销画为例，这些画使人回想起昔日老广州，众生百
态，各行各业，江上船舶，似乎耳边响起热闹的吆喝声，这种市
井风情，一直延续到现在。 

外销画作为商品绘画，虽然匠气十足，但是“一件美术品是
一件具有审美意义的人工制品，有其本身的现实性和生命力。每
一件美术品都是一个独特的、复杂的、完整的个体，它与同类作
品相似，但又无法被任何作品替代。在所有历史学科中，美术作
品被当证实人物、事件和思想的文献”。因此，外销画以其写实
的特性，真实的记录了当时中西碰撞之下的中国社会面貌，尤其
是旧中国制度统治之下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以及其社会活动。这种
历史文献的作用是其他绘画作品所不能取代的。 

外销画的学术性还体现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方面。南部沿海作
为中西方交流的前沿阵地，其中一些特有的风情民俗也深深吸引
着西方的文人商客，所以中国画工将中国特色文化以西方手法表
现出来，但是从中还带有中国绘画的痕迹与韵味，这就是中西文
化的融合。比如中国传统节日闹元宵就被作为表现题材出现在外
销画中，“正月十五元宵节，汉魏时期形成，唐宋有了明显发展，
道教将它视为三元节之首，为上元节，为天官赐福之辰。明清时
期成为新年与元旦呼应的重要节日。元宵在清代称为‘灯节’”。
所以清代外销画中展示的元宵节中所出现的节庆器具是我国物
质文化遗产中的宝贵图像资料来源。 

外销画所表现的中西融合，指风格方面的融合，技法上的借
鉴。它不是生硬的拼凑或组合，而是经理解，吸收，消化后变成
自己的东西。同时，它也不是向对方全方位的折取，而是在保持
本系传统主要特色的基础上，取长补短，使艺术得到升华并具有
新意。  

结语 
清代外销画表现出一些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片段的题材，描绘

细腻，富有特色。外销画不是完美的美术品，我认为，外销画在
为近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变革的思想资源和语言资源的复杂
多样的元素中，清代广州外销画仅是涓滴之水，一滴水无法透析
出整个世界，但是，留心这滴水与近代中国美术发展的联系，关
注历史“细节”与“达观大势”一样的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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