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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广告活动的形式和策略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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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是古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不仅远超汉唐，而且还为后来的明清

所不及。 在如此繁华的经济活动背景下，宋代的广告活动相当发达。 本文从浩瀚的史籍中挖

掘与广告相关的新史料，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不仅可以看出宋代商家的广告宣传策略明确、广告

宣传的手段花样出新、广告文案水平高超，还可以看出宋代广告活动的运作手法与现代广告原

理及现代广告技巧有很多暗合的地方，如当时的很多商家已经不自觉地利用定位和广告包装

制造差异化传播，通过系统的形象识别来提升商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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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虽然中国古代封建社

会是一个农业型社会，但是商品经济也在很大程度

上获得了发展，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尤其是宋代“以运河为中心”取代了传统的“以
黄河为中心”，商品经济的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在此背景下，宋代的广告活动也出现了很多

新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广告活动发展的历史，先
后出现了叫卖广告、实物广告、文字广告、音响广

告、悬物广告、旗帜广告、招牌广告等形式，而北宋

则出现了中国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广告：
济南刘家针铺广告。 宋代不仅继承了前代诗词广

告的形式，还把题诗壁这种载体大量运用到酒馆、
旅社之中，从而开拓了诗词广告的投放载体。 宋代

不仅丰富了原有的广告形式，而且其广告活动表现出

更多的策略性，无论是广告文案的表现还是广告定位

和广告形象识别都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

一
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１］ 另一位著名

史学家邓广铭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
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 ［２］ 宋代的经济繁荣已

经成为史学界公认之事实。 如宋代的灌圃、耐得翁

的《都城记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
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著作都详尽记载了

宋代的商业盛况。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

一幅生动繁华的宋代商业图景。 在如此繁荣的经

济活动背景下，作为商业活动重要支撑的广告也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 古代广告的一些典型形态诸如

声响广告、幌子广告、字画广告、店堂广告、印刷广

告等在宋代都较为常见。 而且据相关史料表明，在
宋朝的广告活动中出现了如下特征：广告媒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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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广告语言生动形象，广告策略相当讲究，广告

水准十分高超。
直至今天，坊间还流传着一个苏轼题字助贫的

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帮别人打广告的高明

巧妙。 话说苏轼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有一天路过

清河坊，见一穷青年卖画，问津者少。 苏轼见这位

青年画画得好，想帮帮他，于是在画上题：“此画苏

不及”，意思是说苏轼画画比不上他。 当时苏轼已

经是鼎鼎有名的大画家了。 这个事件发生后，一传

十，十传百，大家都想瞧瞧这位连苏轼都比不上的

穷青年的画，结果这位青年的画很快就全部卖出去

了。 从这个故事来看，苏轼的举动体现了他的豁达

大度、爱惜人才、为成就他人宁愿自损名声的高尚

品行。 另一方面，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广告宣传，苏
轼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好奇心理为穷青年打了一

次广告。 关于苏轼帮人打广告的故事还不止这一

个。 苏轼被贬官到海南的时候，曾遇到一位开馓子

店的老妇人，苏轼特意为她打了广告，赠了老妇人

一首诗《戏咏馓子赠邻妪》，诗云：“纤手搓来玉色

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

缠臂金。”此诗一出，从此老妇人的生意大增，馓子

供不应求。 今姑且不论苏轼的这首诗文风如何，但
从广告文案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篇写得极好的

文案作品。 一般来说，食品要引起人们吃的欲望，
就要强调食品的色和味。 苏轼此诗中“纤手搓来玉

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让馓子的色和味都呈现出

来了，直叫人垂涎欲滴。
在宋元话本《百花亭》中还有一则关于食品的

叫卖广告，详载了叫卖的内容。 《百花亭》第三折王

焕叫卖云：“查梨条卖也，卖也：卖也：逭果是家园制

造道地收来也，有福州府甜津津、香喷喷、红馥馥、
带浆儿新剥的圆眼荔枝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阴

阴、美甘甘连叶儿整下的黄橙绿橘也，有松阳县软

柔柔、白璞璞。 带粉儿压匾的凝霜柿饼也，有婺州

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缠枣头

也，有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也。 有日晒

皱、风吹干、去壳的高邮菱米也，有黑的黑、红的红、
魏郡收来的指头大瓜子也，有酸不酸、甜不甜、宣城

贩到的得法软梨条也”。［３］ 这也是一篇极好的广告

文案，对于现在的食品文案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 这篇叫卖文案使用了大量的叠词，如形容色泽

的叠词有：红馥馥、白璞璞、鲜润润、明晃晃。 形容

味道的叠词有：甜津津、香喷喷、酸溜溜、凉阴阴、美
甘甘。 形容口感的叠词有：软柔柔、脆松松等，食物

的色泽和味道如在眼前一般，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

视觉、味觉和触觉神经，真能让人垂涎三尺。 这篇

文案还介绍了各种食品的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原
产地等。 按照现代创作食品广告文案的准则，为了

使实物更具有诱惑力，一定要尽量表现食物的色

泽、素材和工艺等，通过凸显其价值吸引消费者的

注意，引起消费者的欲望，以此说来，《百花亭》话本

中的广告文案可以说是食品广告文案中的典范。

二
诗词广告，在宋代是一种常见的广告形式。 目

前，古代广告史书籍中关于诗词广告的概念比较混

乱，在这里有必要先区别一下记录了广告或产品的

诗词和诗词广告。 二者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诗里

面反映了古代广告的一些状况，但写诗的目的并不

真在于打广告，如王安石的《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

·牧笛》云：“岂比卖饧人，吹箫贩童稚。”这首诗反

映了卖饧人用吹箫的方式吸引顾客，属于一种声响

广告。 但王安石作此诗的目的绝非为卖饧人打广

告，而是与另一文学家梅圣俞互相唱和。 另一种情

况是古人以某一产品入诗，其本意是否为该产品打

广告不得而知，不管怎样，这种做法无形中宣传了

该产品，毋庸置疑。 如苏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诗云：“顾渚茶芽白於齿，梅溪木瓜红胜颊。”言茶叶

独提顾渚，言木瓜独提梅溪，无形中宣传了这两个

地方的特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明确的广告诗，如
上文提及苏东坡的《戏咏馓子赠邻妪》，就是明确为

老妇人的馓子打广告的例子，广告意图十分明显。
在宋代，酒家给酒取名也极富诗意。 周密的

《武林旧事》中记录了诸色酒名和产地，如蔷薇露流

香（并御库）、宣赐碧香恩堂春（三省激赏库）、凤泉

（殿司）、玉练槌（祠祭）、琼花露（扬州）、齐云清露

双瑞（并苏州）、爱山堂得江（并东总）、十洲春玉醅

（并海阃）、海岳春（西总）、清若空（秀州）、秦淮春

银光（并建康）、清心堂丰和春蒙泉（并温州）、蓝桥

风月（吴府）等。［４］

在宋朝还设有专门供人题诗歌的壁。 唐宋间

题壁诗非常流行，壁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传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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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壁有很多种，较常见的有寺庙壁，如《容斋随

笔》容斋三笔卷第十五“题先圣庙”条记载：“兖州先

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

荒散晚鸦。 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
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 ［５］６０４有衙门专设的厅壁，
如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

丞厅壁记》。 有驿站壁，如宋代诗人谢逸作《江城

子———题黄州杏花村馆驿壁》。 有园壁，如苏愿作

《将赴益州题小园壁》。 除此之外还有祠堂壁、崖壁

等。 其中有一类壁不可忽视，这就是酒家、旅舍专

为客人设置的题诗壁。 商家设壁的商业意图不言

自明，绝非附庸风雅，乃是通过文人在壁上题诗借

机宣传自己。 古代文人也十分热衷题诗留名，借此

宣扬才气。 商家的利益和文人的求名不谋而合。
题壁诗对于酒家、旅社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精

巧的宣传和资源整合。 《容斋随笔》 “油污衣诗”条
云：“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见岸上酒店败壁

间，有题诗两绝，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 《犬》
诗太俗不足传，独后一篇殊有理致。 其词云：‘一点

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 纵饶洗遍千江水，
争似当初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
历历不忘，漫志于此。” ［５］４８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

出题壁诗的宣传功效。 《朱文公集》卷五《二十七日

过毛山铺，壁问题诗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绝顶，问
之驿吏云：‘狐魅所为耳’，因作此诗》，可为店铺题

诗的又一例证。 《吴郡图经续记》事志记载了这么

一个故事：“许洞以文词称于吴，尤邃《左氏春秋》，
嗜酒。 尝从酒家贷饮，一日大写壁，作歌数百言，乡
人竞来观之，售数倍，乃尽捐其所负。” ［６］ 许洞因为

在酒店壁上题诗而产生了极大的广告效应，致使酒

家生意火爆数倍于前，酒家老板也因此免除了他所

有的欠账。

三
标识广告，也是宋代广告中常见的类型。 《大

宋宣和遗事》一书世人多以为是宋代无名氏所作

（鲁迅以为里面有元代语，其书或出于元人，抑或宋

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书里面记载了秦明、阮
小七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 阮小七等用的那个放

了麻药的酒桶上面刻有“花和酒家”四字。 后来官

府追查，就是通过这个标记找到了线索。 “尹知县

令司使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 把

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 当有缉

事人王平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奓‘酒海花

家’ 四字。 王平直入酒店， 将那姓花名约的拿

了……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
奓文字下郓城县根捉。” ［７］ 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

出不仅酒店名称依店主姓氏而起，而且酒旗上写有

酒店名字，酒桶上也刻有酒店名字，此种行为已不

再是单一的、偶然的行为，而是有意地、有系统地、
有规划地去传播这个酒家形象，这不仅让人想到了

今天我们流行的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简称为 ＣＩＳ。
广告标识的功能在于“识别”，在于通过“差异

化”的宣传从而在消费者头脑中形成固有印象。
“识别”“差异化”可以说是典型的广告策略。 《东京

梦华录》卷三记载：“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

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乾脯……皆用青布伞当

街列床凳堆垛。 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

器。” ［８］２０９别的商家都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陈列商

品，却有两家商铺另辟蹊径，用银器陈列，生意特别

火爆。 显然这两家商铺非常懂得差异化战略，利用

陈列方式的不同把自己同其他商家区别开来了，这
两家商铺采取的是高档路线。 《东京梦华录》卷三

中还记载有：“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

博士’。 至店中小儿子，皆通谓之‘大伯’……如此

处处有之。 唯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

入店，亦不卖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酒。”
［８］７３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入店，不卖下

酒，只卖好酒，他们通过专业的定位赢得了市场。
灌圃耐得翁的《都城记胜》中有这样的记载：
宅子酒店，谓外门面装饰如仕宦宅舍，或是旧

仕宦宅子改作者。 花园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

效学园馆装折。 直卖店，谓不卖食次也。 散酒店，
谓零卖百单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并折卖外

坊酒。 门首亦不设油漆杈子，多是竹栅布幕，谓之

打碗，遂言只一杯也。 却不甚尊贵，非高人所往。
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

卧床也。 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盖之，
以为记认。 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 欲买

欢，则多往其居。 罗酒店，在山东、河北有之，今借

名以卖浑头，遂不贵重也。 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

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 旧传因五代郭高祖

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９］

酒家事物，门设红杈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

之类，这成为了当时酒店区别于其他商店的一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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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包装。 酒店又分为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
散酒店、庵酒店、罗酒店，包装各不相同，各有档次。
宅子酒店和花园酒店相当于现在的星级酒店。 直

卖店只卖酒不卖食。 散酒店非高人所往。 罗酒店

档次最低。 庵酒店设有娼妓可在内就欢，这种酒店

的包装特点是门首红栀子灯上必用箬盖之，以示区

别于其他酒店。 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进行定位，采
取现代广告所谓的“分众”策略，通过不同的广告包

装和营销策略对应不同的消费群体，这在宋代酒店

中已经运用得非常娴熟了。
《宋会要》乐三·宋乐中记载：“诸州差到买新

燕乐人，例多村野。 其卖乐人并各将旧格材管作今

来新格乐器出卖。 乞令卖乐器人并于乐器上各镌

‘大晟新律，某人造’。” ［１０］ 有司专门规定制作乐器

时必须在乐器上镌刻“某人造”的字样。 显然在产

品上刻下标记在宋代十分普遍。 许俊基在《中国广

告史》中说到江苏金坛市发现两座北宋时期的土坑

夫妻合葬墓出土了一件油烟墨，上面刻有“王氏双

桂堂”和商品名“油墨”的字样。 无锡出土的宋漆盒

上有“辛丑四月周六郎造”戳记。 “古相张家造的瓷

枕”，刻有名款。［１１］比如宋代酒店的酒坛上贴有“清
心堂丰和春蒙泉”“思政堂龟峰”“眉寿堂万象皆春”
等字样，某某堂一般是指该酒的生产商家，后缀酒

的名称。
本文只是在现有宋代广告史的研究基础上浅

略地钩沉了一些其他材料。 目前但凡研究古代广

告史的学者多半只是介绍古代的广告活动类型，而
笔者认为古代广告的内容分析、策略分析也应该成

为研究古代广告活动的重要范畴。 例如，宋代广告

活动表明我国古代广告的文案能够紧紧把握住消

费者心理，从形色、材质、工艺、产地等方面吸引消

费者，其广告策略也是十分明确的。 并且宋代很多

商家已经懂得利用定位和广告包装制造差异化，通
过系统的形象识别来提升商家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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