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伸阅读

2023年6月1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3

6月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离北京中心城区约40公里的燕山脚下，考察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是国家版本馆的特色馆藏。
“这些小人书都是全套的，我小时候都翻烂了，《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梁王》《双枪

陆文龙》《小商河》⋯⋯”总书记如数家珍，“这些小人书很有教育意义，画小人书的人功夫也
深，都是大家。”

总书记提到的这几本小人书，来自当年风靡一时的《说岳全传》，这些让他念念不忘的小
人书，究竟有什么魅力？

薄薄的小人书里藏着无数个别样童年

一本连环画 悠然韵味长
本报见习记者 林晓晖

《武松打虎》
由刘洁彰、吴玉龄改编，刘继卣绘制的连环画，出版于上

世纪50年代，讲述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的故事。
连环画融中国画中的人物画、动物画、山水画为一体，

用写实手法表现，山石禽兽、房屋桌椅像生活中的一样真
实、自然。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

动在这样的背景中。连环画
中的老虎，不仅是现实生活
中动物的写照，而且还经过画
家的艺术再创造，被赋予了思
想感情的形象。在描绘动物
时，刘继卣还使用了劈笔丝毛
法，表现出细腻入微的质感。

《山乡巨变》
周立波原著、董子畏改编、贺

友直绘制的一套连环画，出版于
上世纪 60 年代，共 4 册，讲述 1955
年湖南省一个僻静的山乡掀起了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故事。

连环画中，浙江籍画家贺友直
以白描手法勾画出简洁活泼的生活
场景，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曾两次
前往湖南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对当地的生活农作、风土人情、社

会变迁等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这部作品在 1963 年文化部
与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获得
一等奖，被誉为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白求恩在中国》
由钟志诚改编，许荣初、许勇、顾莲塘、王义胜绘制的一

部连环画，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该连环画以毛泽东著悼
念文章《纪念白求恩》为原型创作。连环画描绘了“不远万
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的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太行山区为抗日军民
行医治病、捐躯中华的可歌可泣事迹。

1971 年至 1973 年春，许荣初、许勇、顾莲塘、王义胜四
人前往河北太行山区感受生活、收集群众意见。在连环画
中，创作者尽可能地从生活感受出发，通过刻画人物的性格
来塑造英雄人物，没有渲染战争的恐怖和苦难，而是表现了
白求恩同志与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的革命的英
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地球的红飘带》
魏巍原著、王素改编、沈尧伊绘制的一套连环画，出版

于上世纪80年代。
该连环画共 5 册，它是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大型

连环画，从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切入，描绘了从湘江到达甘肃
哈达铺历时一年的种种艰难曲折的斗争。

绘画者将木刻、石版和铜版的艺术语言融为一体，
把生活形象归纳成各种明确的点、线、面的符号。沈尧
伊曾两次到长征路上体验生活，多次访问当年参加过长
征的老同志，从而深刻领会笔下人物的性格特点。他还
善于把典型人物与特定历史下的典型环境结合起来，如
硝烟弥漫的战地拼杀、波涛汹涌的江河飞渡、崇山峻岭
的天险奇袭、雪山草地的风云变幻
等场景一一再现。连环画以独特的
构思立意、精心的人物塑造、深刻的
艺 术 感 染 力 ，再 现 了 当 代 视 觉 的
长征。

（资 料 来 源 ：浙 江 人 民 美 术 出
版社）

“看着我们长大”的连环画“看着我们长大”的连环画

如果现在问一句，“你知道连环画还在出
版吗？”许多人的回答大概是惊愕的表情。

上世纪90年代，电视机普及后，影视、动
漫等各种艺术纷呈，连环画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的中心。

1997 年，中国收藏家协会理事曾令兵
在常山县的废品收购站里发现了一批连环
画册，“我一看，有《红灯记》《红旗谱》《沙家
浜》《山乡巨变》等，一共 400 多册宝贝呢。”
曾令兵又惊又喜，从此，连环画收藏成了他
最大的兴趣爱好，他陆续收藏了明、清、现代
等各种版本连环画 4 万余册，并开始走上了
连环画创作之路。

家乡的风土、身边的故事都成为他的灵
感来源，在常山县一道 5000 多米的文化墙
上，曾令兵留下了《三衢山下》《四贤故事》《古
县民俗》《草萍驿站》等作品。

杭州藏家朱柳剑是2005年开始收藏连环
画的，“偶然发现有人在出售我们小时候看的
小人书。”他重新迷上了连环画，开始逛各地的
旧书市，连环画一买就是几十本。朱柳剑说，
为了这份情怀，目前自己收藏了两三万册连环
画，开了个连环画藏品书店，有的家长买去当
作儿童读物，有些则是用于收藏。

不少人对连环画深深留恋，看上去，连环
画已经从大众读物变成了一个“情怀市场”。
未来，连环画会不会消失呢？

管慧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高速的生活节奏里，我们阅读的媒介

确实发生了迁移。声光电媒介的内容转瞬即
逝 ，相比之下，很多连环画本更值得反复揣
摩和玩味。”怎样为连环画重新赋能？他觉得
这是时代给我们出的一个题目。

“许多人觉得连环画的题材跟不上时代，
其实，当代的生活也是可以表达的。”管慧勇
说，35年前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至今
还在销售，广受读者欢迎，大家在用当代的眼
光重新阅读经典，理解身处的世界。

出版社也在探索不同途径的创新。有的
连环画画面从一格变多格，脚本文字被搁到
图片里，人物甚至出现了对话；有题材性的突
破，有编辑曾设想，可不可以把小说《三体》用
连环画画出来？或者，能不能把 2D 的连环
画做成3D、4D甚至全息化、数字化？

“传统连环画的画风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有种天然的亲近感。”胡一布说。连环画的生
命力是强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它的灵
魂。或许它正在经历或长或短的失落，但是
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不仅仅止于怀念，他们
在尝试找到不同的载体、找到合适的媒介，用
更蓬勃的创造力激活它。

连环画，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温情的岁
月。胡一布期待着，这个盛极一时的大众艺
术再次回归普通人的掌心。

怎样重新赋能连环画怎样重新赋能连环画

“这些小人书不仅仅关乎情怀与记忆，
它是一种精妙的艺术表达方式。”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说。

连环画一度是一个非常兴旺发达的出
版门类，也是一门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绘画
门类。资料显示，1951年，全国出版连环画
册 1840 种，总印数为 1945 万册；1957 年全
国共出版连环画 2200 种，总印数上升至
1.06 亿册。到 1982 年，全国连环画单本平
均印量达10万册。

浙江，当年也是全国连环画出版的
重镇。

上世纪 60 年代，浙江的《工农兵画报》
主要刊登连环画。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在
精神生活上新诉求的不断涌现，这份期刊升
级后更名为《富春江画报》，增添了更多文艺
性内容，管慧勇回忆起当年：“那时候，全中
国最优秀的画家都在这上面供稿。”

画小人书的可都是大家。
《说岳全传》的作者有许多位，刘继卣、

刘锡永、赵三岛、王亦秋、汪玉山等，都是当
年赫赫有名的画家。其中，刘继卣就是其中

“南北二刘”中的“北刘”（“南刘”刘旦宅）。
他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说过，但《鸡毛信》《武
松打虎》《大闹天宫》这些选用在语文书里的
插图，都是他的作品。

“那个年代的连环画创作，从形式到内
容上都是非常严谨的。”管慧勇说，当年的画
家想要举办画展比较困难，登载在期刊上的
作品成为他们和读者沟通的主要方式，大家
画起画都特有热情。

连环画是一种对创作自由度有着较高
限制的艺术形式，画面上要呈现什么，内容

和物品要如何表现，这些都必须要有现实
依据而不能凭空想象。

如果是近代的，还有资料可以查，像岳
飞这样的古代人物题材画起来就难了。古
代故事里的画面，房间里摆放什么器具，人
物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对创作者
有着很严谨的要求。

为了画一幅画面，当年这些大画家经常
要查资料，找绣像本小说里的图片资料，或
是翻阅历史古籍，有时候还会去取景、拍照
片，回来再照着画。

就像刘继卣，随时随地写生已经成了他
的习惯。他经常去动物园采风，速写狮、虎、
熊、猴、狼等动物的百态，甚至有时他会跟在
不相识的行人身后画背影写生，边走边画，
竟至于不知身在何处。《武松打虎》这部连环
画作品里，他通过线描准确地表现主人公与
虎搏斗时衣服覆盖下的身体结构和肌肉起
伏，这样的细节表现正是来源于他对日常生
活细致的观察。

改编小人书文字的编辑工作同样需要
极高水平，一部古典名著浓缩成几册小书，
每一页上只有寥寥几行字，还能做到不丢失
原著里的任何重点，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

时至今日，胡一布再次翻阅《说岳全传》等
连环画仍不自觉称奇，古代的宫廷、官府、战
场、营盘等细节精妙，人物的表情细腻入微。

在管慧勇看来，写实的画风正是连环画
区别于当代漫画的一大特点——它的画面
里自带一种中国传统叙事的烟火气，这种写
实的笔触带来的是对生活细节的凝视。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
的审美共识。

画小人书的大家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没有电视机、没
有手机的年代了。如果回到当时，闲暇时间
你会干什么呢？

一位网友说：“小时候在书摊看小人书，
几分钱一本，夏天就是不吃冰棍也要攒钱
买。呀，好像暴露年龄了。”对出生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的人们来说，童年记忆里都少不
了连环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连环画极其繁盛的
一段时间。实际上，关于连环画的历史可追溯
至汉代甚至更早，画像石、壁画、绢幡、变文、雕
版印刷书籍插图等都是现代连环画的雏形。

1920年，刘伯良将章回小说《薛仁贵征
东》改绘成《跨海征东》连环画书，这是国内
第一本定型的现代形式连环画书。1927
年，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三国志》《水浒》

《西游记》《说岳全传》《封神榜》连环画书，封
面题有“连环图画”字样。这是第一次用“连
环图画”作为正式名称，一直使用到1950年
代，后改为“连环画”。

我们日常提及更多的是连环画的俗
称——小人书，因为这种通俗画读物主要
是给儿童看的，画上的是“小人”，看画的也
是“小人”，因此得名。

胡一布是位资深的小人书收藏者，当年
常常在杭州大街小巷的小书摊边出没。“就
在现在的武林书店附近，交给书摊老奶奶几
毛钱，坐在路边看一个下午，这本看完了换
下一本⋯⋯”

《说岳全传》是他最痴迷的画本之一，一共

15册，“里面最珍贵的是第十一册《杨再兴》，因
为出版最晚、数量不多。”胡一布攒了几个月的
零花钱后，用10元钱买下了全套，不敢让父母
知道，在棉被里打着手电筒一口气看完。

胡一布就这样第一次看完了岳飞的故事。
踏破山河、直捣燕幽的岳飞；临行惜别、

壮洒热泪的岳飞，孩子在心里热切地想象
着。至今胡一布都不忍回看最后一册《风波
亭》，“被斩的场景太悲壮了，甚至连岳飞当
时的表情都记忆犹新。”

就像现在看大片一样，那个年代的孩子
对连环画如痴如醉。在画家们出神入化的
工笔之下，《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
传》，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仿如挚友，在这些形
象标记下，历史的轮廓在脑海中初步建立。

这些小人书在那个年代独具使命。尽
管它用一种粗线条的方式讲故事，但书里那
些历史典故里的名场面，无论是市井人情还
是沙场拼杀，都一丝不苟、栩栩如生。没有
艰涩的古文，历史不再沉闷。在物质不丰
盈、知识普及手段稀缺的当年，就这样担负
起了几代人的一部分启蒙责任。

作家梁晓声说：“我是从小爱读
小人书而感受文学熏陶的。它不但
引我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也培养我
对绘画欣赏的趣味。它给予我的心
灵营养是双份的。”

薄薄的小人书里，藏着无数个别
样童年，也酝酿着人生最初，对审美、
对阅读、对历史文化的观感与好奇。

以前看小人书像看大片以前看小人书像看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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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岳全传》第十五
册“风波亭”画面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连
环画《白求恩在中国》

受访者供图

2021年1月1日，由首都图书馆与中国动漫集团联合主办的“连环画世界里的中国共产党”
主题展览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开幕。展览主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资料图）。

新华社发

德清县雷甸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群众身边的先锋人物为原型的红色连环画《雷甸镇先锋故
事》成为活动现场的热门书。 拍友 姚海翔 摄

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连环画
《武松打虎》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