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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是一种借助图像帮助

思考或表达构思的方式， 如今

已广泛运用到建筑 、 设计 、医

学、管理等多重领域。 图解思维

与现代科学的兴起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而当摄影术被发明

之后， 照相机成了比手绘草图

更先进的图解工具， 镜头的在

场有利于观众更贴近地观看生

产的过程， 而步骤以及其中的

细节， 也被连续拍摄所得的照

片以并置手法更为形象地再现

出来。 配上文字，就成了图文并

茂的纪实报道。 1930 年代，在

“实业救国” 思潮的推动下，大

型综合性画报《良友》深入中国

现代化工厂， 尝试用这种摄影

图解的方式， 实地考察报道了

民族产业发展的状况。
从 1929 年 1 月 第 34 期

起，《良友》 开始尝试一种新的

报道方式：组织人手和物力，深

入工厂、新型农场、手工业作坊

等实地考察， 对产品的生产制

造 过 程 进 行 详 细 的 拍 摄 和 记

录，然后挑选照片，配上文字说

明，精心排版，以专题图文报道

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报道涉及

的产品有重工业的飞机、汽车、
船；轻工业的纸张、电灯、木炭、
地毯；新型农业中家畜的饲育、
植物的培养；食品工业如糖、酱

油、盐、豆腐、腐皮的加工；纺织

业、日用品如牙刷 、热水瓶 、印

鉴的制造……上至国家民生大

计，下到个人生活便利，类型广

泛，又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
考 察 这 一 时 期 的 历 史 背

景，《良友》 开创新型报道的原

因可能来自两方面：

其一是 1929 至 1933 年西

方经济危机波及中国。 当时有

政府官员说 ：“通货之收缩 ，物

价之跌落，工商业之衰颓，皆予

财政上以重大之打击， 加以国

外购买力异常薄弱， 英美各国

复厉行货币政策 ， 如金镑 、日

圆、美金等均行贬损，致我国银

元与金比价，日益增高，而国际

贸易，遂更形不振。 ”经济危机

猛烈冲击中国的货币体系 ，重

创本来就脆弱的工商业， 很多

民族企业面临破产。 面对危机，
当局也实施了自救之策， 例如

加强货币管理， 放宽工商业贷

款，扶植民族企业，限制外人设

厂等等。
其二，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

下， 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

剥削， 引起了强烈的反帝国主

义情绪，1928 年在全国爆发了

大规模的抵制外货、 提倡国货

的运动， 国家通过奖励和酬报

中国制造商，建立国货陈列馆，
举办国货展览会等行动， 希望

能扩大国货运动的影响， 拉动

颓废的民族工商业。
据此，《良友》 策划了一期

专题报道。 新闻人深入工厂实

地考察， 将中国实业的现状真

切地呈现给大众， 剖析其中的

问题。 态度较为冷静中立，并未

表达过多的乐观与狂热。 摄影

机以参观者的视角， 依序展现

工厂的外景和内景、 产品制造

工人、原料和机器。 他们还拍摄

流水线， 分解出一道道复杂的

工艺。 一篇报道占 1 至 2 个版

面，照片少则 6 张，多则 20 张；
文字精炼， 用以说明产品的历

史和具体信息， 或辅助照片对

工艺流程进行解说。
1932 年 5 月 第 65 期 的

《牛奶出品程序》（见上图）便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介绍了现

代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饮品牛奶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现代乳制

品 的 生 产 工 序 发 明 于 欧 洲 ，
1864 年 巴 氏 杀 菌 法 提 高 了 牛

奶的安全程度和保质时间 ，才

有了我们今天喝的牛奶。 这套

工序约在民国初年传入中国 ，
于 1928 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

个奶业投资高潮，“西湖炼乳公

司”是我国当时最大的奶牛场。
而《良友》此篇报道则是参观上

海畜植公司时摄写， 这家公司

由南京路上四大百货之一的先

施公司投资建设， 场址在今天

的宝山区淞宝路宝杨路口。
报道共刊载了 16 张照片，

其中牛场外景 3 张， 牛舍内外

景 4 张，奶牛 6 张，拍摄者希望

告诉读者： 你们喝的牛奶是上

海本地畜牧场精心饲养的优质

奶牛所产， 这些优质原奶被挤

出后经过先进的技术消毒 、加

工、装瓶。 另有 3 组现代化机器

的特写：洗瓶机（用于消毒洗净

和盛奶）、制奶机（为牛奶消毒、
蒸馏、冰冻到盛奶）、化验室（工

作人员检验乳制品的厚薄 、微

生物的多寡等）。
报道反映了当时华商所建

或投资的实业 （如先施公司），
多使用中国本地的优质天然原

料， 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和技

术， 生产的国货质量不亚于舶

来品。 以照片近距离地“揭秘”
机械生产的奥秘， 目的是提倡

大众放心消费、 多多购买这样

的国货，来支持中国民族企业。
在第 37 期以相似手法报道《橡

皮之出产》 时， 编辑更大声呼

吁：“该厂 （指同为民族企业的

南洋岑业良树胶厂） 现已派送

中国学生三人赴美留学， 以期

将来改良实业， 该解决民生问

题之根本方法，乃实业也。 ”在

第 43 期《制腐皮》（见下图）中，
介绍了中国的豆浆制品完全靠

手工完成之后， 编辑却从反面

发 出 感 想 ： “中 国 工 业 长 进 太

慢，现世电力奔腾，我们还在推

磨；另人机轮飞转，我们造纸的

还要逐张弄， 我国的实业倘不

急起直追，经济就一天天落后，
民生就一天天穷困。 这是我们

不想说而不得不说的话。 ”
如此苦口婆心以正反面事

例反复教育大众， 以实地考察

之照片，逐张说明，分解现代生

产流程的奥秘来科普大众，《良

友 》对 “实业救国 ”所抱的期待

不言而喻。 （作者单位：复旦大

学新闻学院） ■

———《良友》1930年代实业考察报道

《牛奶出品程序》中乳牛和牛舍（左）与现代化机器的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