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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参与过一个策划会议，一位来自

军旅的漫画专家在其汇报材料中提及中国

“最早的漫画”，其中有东汉画像砖《伏羲女

娲图》、明宪宗朱见深《一团和气图》、清朝

乾隆年间“扬州八怪”中的画家黄慎《有钱

能使鬼推磨》、罗聘《鬼趣图》等等在美术史

上值得一书的画作。

在著名漫画家毕克官老先生与黄远

林先生所著的《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

版社2006年1月版）中，对以上画作也列为

“古代的漫画作品”这一章节。“只要我们把

握住漫画的艺术特点，从实际出发，而不是

从有无‘漫画’名称出发，就可以发现，在我

国古代是可以找到不少具有自己民族特色

的漫画作品的。”也许这位专家就是受此观

点启发，开发挖掘出我们诸多的比欧美日

多年前的“漫画作品”，并以此为学术研究

成果。我并无意争辩这位专家所说的“最

早的漫画”具体是哪一幅，但如果仅仅以画

面上有夸张，或者幽默、抽象讽刺寓意等手

法就将其视为“漫画”，这有所欠妥。

如果翻开其他各类的漫画史书籍，各

种前人的研究成果大多会提及诸如在南亚

洞穴中发现的古老漫画、在佛教寺庙12世

纪遗留下来的日语叙事滚动图画、中国古

代仰韶文化的陪葬用品、德国十六世纪宗

教改革前故事图，皆言之凿凿，谓漫画文化

足迹深远，均认为漫画的起源，应该以石雕

造型、洞窟壁画⋯⋯等图腾崇拜时期为出

发点。甚至有认为甲骨文是最早的“写意

漫画”，这种现象就像说起中国最早动画开

端时，我们言必提及中国的传统皮影戏，并

与有荣焉一样。毕克官在其书中还说过：

“漫画长于讽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

说所有以讽刺为内容的绘画作品都是漫

画”，而长久以来各方学者、专家们都是以

是否具有幽默抽象讽刺意味来界定其是否

是漫画，基本没有考虑漫画的可大规模复

制这一传播介质与功能。

漫画的规模化复制传播功能

漫画作为一种利用描绘图画来述事

的视觉作品，从“漫”这字眼上可见其风格

上不受约束，随便、随意。手法上多采用虚

构、夸饰、写实、比喻、象征、假借等，并辅以

文字、对白、拟声词等等来增加便读性。但

是它绝对不只是这样，还应该考虑到它所

负载的媒体介质以及它的传播功能。

近代随着欧洲印刷技术开始传入，大

规模的复制流通成为可能。我国才由报纸

刊物上刊登国外漫画，发展到刊载国人创

作的漫画，因此产生了我国的前辈漫画家

们，如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米

谷、廖冰兄、丁聪、方成等。在当时政治语

境下时政的需要，作为社会现实的艺术化

反映，漫画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故而艺

术表现力上注重的是其讽刺作用，在其他

的个性上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画家从政

治事件中或日常生活中取材，透过夸张、比

喻、象征、寓意的手法，表现幽默诙谐的画

面，藉以讽刺和揭露事物的真相，由此，以

讽刺夸张等特点见长的漫画成为了主流。

老一辈漫画家的作品基本我们都曾经

从各种画刊、报纸、杂志上看到，这些作品内

容基本上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风格

上也大多数是以黑白简笔画形式来呈现一

个绝妙的构思。可以说，那时候的漫画是

现实主义的，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但

如果从其传播介质上来看，基本都是刊登

在印刷出版物，如在报纸杂志或者专门画

刊上，与那些“最早的漫画”一幅两幅只能是

个人收藏品及小范围传阅，存在着截然不

同的传播途径及广泛的社会效应。“最早的

漫画”只能说是漫画的原始雏形，或者是具

有漫画夸张意味的“绘画作品”，但并不具备

漫画的规模化复制传播功能。

漫画的功能转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随着经

济的发展，外来大众化影视、动画、漫画产

品和读物的涌入，带动了本土漫画原创者

的培养和提高，我国新一代漫画家在画风、

题材、故事情节等的个性更加鲜明。传统

讽刺类漫画赖以生存的阵地，因为报刊杂

志的市场定位的改变发生了改变。读者口

味有了很大转变，漫画开始向娱乐休闲功

能转变。更具有娱乐性、服务性、知识性的

新型漫画内容成为主流媒体的焦点，漫画

已从报刊杂志上的时政讽刺漫画，扩展变

成了社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

漫画这一概念也不单指以幽默诙谐的

画面来揭露事物真相这类的讽刺、寓意漫

画。现在的漫画除了传统的单幅或四格讽

刺漫画外，还包括了融入娱乐性、戏剧性的

内容和视觉性的表现方法、含有电影语言

的新型漫画。漫画作品也不再是以简约、

朴素、直白的风格，而是辅以出奇的点子构

思呈现，手法多样化，视觉效果强烈。所涉

及的内容范围也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生

活，拓展到科学幻想、探险、奇闻逸事、恋爱、

体育、科学、宗教、幽默玩笑以及文艺小说、

纪实报告文学等等。更加关注作为个体的

人、贴近现代社会生活，对人既有关爱也有

无奈的嘲讽，以幽默感人，记录点滴人生顿

悟，用画面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人

生的认识，内容题材上无所不包。

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相比起欧美日

等国较短，但各类的新型漫画作品出现了

许多，更有些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也造成强调思想性、方向性意味浓厚的

传统讽刺幽默类漫画的阵地严重萎缩，处

境尴尬，加之画面视觉冲击力不够，在大众

阅读的自由选择上渐趋处于劣势。

不再是老一辈眼中的“精英文化”

在不少传统讽刺幽默漫画创作前辈

看来，这新型漫画不是他们眼中的具有幽

默讽刺意味的漫画，不是属于传统主流媒

体的角色，多数从未尝试了解过或者深入

研究过，却片面认为内容肤浅幼稚不堪，缺

乏批判性、思想性、教育性，无法与前辈漫

画作品的“高雅”意味相比，不能算是“漫

画”，甚至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同时在各类

漫画史研究著作中更是极力避免谈及这一

问题及深入分析。

由于受技术限制的因素，传统漫画的

传播媒介是单一的、平面的、基本阵地就是

报刊杂志。而伴随时代的发展，我们已经

处在一个众所纷纭的“某某时代”，如互联

网时代、新媒体时代、读图时代、自媒体时

代等等。世界早已日新月异，读者阅读习

惯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博客、微博、微信等

的诞生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话语

权、选择权。漫画早已不适宜承载太沉闷

或是深刻命题的形式，它已经是一种大众

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是经济转

型的产物，不再是老一辈们追求理想价值

目标、代民立言的精英文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新词汇、新

语境、新事物、新知识时刻发生发展，也许

在对待漫画史研究上，将来还会有更多不

可思议或者令现在的一辈漫画家陷入尴尬

处境的时期，在漫画史的研究上“孰是孰

非”明确的研究态度与理性思索确实是我

们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漫画，中老漫画家各有话说
■韩晖（中国美术学院传媒动画学院动画系主任）

剪纸动画片《狐狸打猎人》经典画面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

美国动画电影《木偶奇遇记》由华特·迪士尼制作，汉密尔顿·卢斯科导演，于1940

年2月首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