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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油画和漫画是在表现手法、创作目

的、作品形式和欣赏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绘画艺

术，各自具有独特的魅力和表现力，往往风牛马不相及。

但在中国当代漫画家中，却出现不少作为著名油画家的

漫画家，譬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家韦启美教授、中国美

术学院的油画家黎冰鸿教授、广州美术学院的油画家朱

松青教授⋯⋯这现象也印证了艺术探索道路的多样性，

艺术种类中有时候不是互相掣肘，而是互相渗透，每个人

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知识结构，发挥自己特长的艺术道

路。

黎冰鸿正是这么一位在油画创作和教学上都做出过

巨大贡献的漫画家，他创作《南昌起义》、《水电站》、《我们

为正义而战》等具有较强时代精神和较高艺术造诣的油画

作品，特别是《南昌起义》在我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

地，编进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但作为漫画家的黎冰鸿却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

很多时候，对他的漫画创作都是一笔带过。2018 年 3 月

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黎冰鸿文献集》里，也只

对作为油画家的黎冰鸿油画创作进行研究讨论，没有片

言只字对他的漫画力作进行展示和研讨，的确有点遗憾。

颠沛流离的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原始积累

黎冰鸿 1913 年 9 月生于越南鸿基一个煤矿工人家

中，祖籍广东省东莞市的凤岗镇，离现在的深圳市龙岗区

只有一路之隔。据他的《个人小传》中描述：“幼年放过

牛，赶过鸭，当过裁缝、学徒”。直到 1928年，他随曾在法

国留过学的越南画家阮有悦学画，从此进入了比较正规、

系统的基础训练。

1931年，不满二十岁的黎冰鸿从越南到香港谋生，这

是他一生美术创作的重要节点。一个是油画创作技巧的

提升，因为他在香港做了油画家李铁夫的入室弟子。另

外一个是漫画创意思想的积累，那阵子，年轻的黎冰鸿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港漂”，当过美术教员、书店店员、电影

公司美工等等，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体验到

底层大众的苦楚。而不同岗位的经历，也让他涉猎大量

的教科书、小说、文艺理论，极大地提高了文化素养。特

别是鲁迅的作品，使他对当时的社会有初步认识，逐步形

成了艺术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的

发展，否则就是苍白的没有生命力的观念。

在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更觉得在国难当头的

时候，搞艺术不能只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必须

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投入抗日的洪流，于是开始了

美术救亡的创作，随后在粤北、湖南等地举办“战地写生

画展”，为全民抗战鼓与吹。其这个时期的战地写生、人

物肖像和漫画宣传画，视角独特、手法多样、技法成熟，具

有很强感染力。

一直被忽略的作为漫画家的创作井喷期

1949年5月，黎冰鸿随解放大军一同南下，在上海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美术室工作，后调到华东画报社

任记者、制片室负责人，为《解放日报》、《华东画报》、《漫

画》、《展望》等创作新闻漫画。其实，早在抗战后期，他就

加入了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特伟、郁风、丁聪等人筹

备组织“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筹办抗日漫画

展。创作了《我们只有一条路——斗争》、《袭击》、《敌人

给我们把武器弹药送来了》、《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壮大起

来了》等漫画宣传作品，并在《大地画报》、《华商报》、《大

光报》、《星报》上发表，小荷已露尖尖角。从五十年代初

期，开始进入其艺术人生中漫画创作的井喷期、甚至是高

峰期。

那时候正值抗美援朝，黎冰鸿的漫画多以揭露美国

霸权主义、宣传世界和平为主题，不仅经常为《解放日报》

创作新闻漫画，还为《漫画》杂志中的长篇系列漫画“人民

公敌蒋介石”、“百喻经新释”等连载栏目供稿，是《漫画》

杂志为数不多的生力军。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就

创作了漫画《证据确凿，不容抵赖》、《抗美援朝救邻自

救》、《我们为正义而战》等优秀作品。

其创作的漫画《杜鲁门自白：大小工具都没用，硬着

头皮俺亲自碰！》（收录在《集体创作漫画集》的作品名称

为《杜鲁门撞壁》）把自己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体现得淋漓

尽致。在这幅漫画面中，代表美国长着牛角的杜鲁门形

象生动，正自不量力、使劲撞击“亚洲人民民主力量”的

墙壁。漫画构图别具一格、素描关系把握得当，大面积

的红色墙壁和黑色地板对比强烈醒目，人物五官刻画夸

张有趣，便于识别。从中可以看出，学油画出身的黎冰

鸿对漫画人物的塑造是很有写实功底，特别是在夸张变

形中，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特色，也成为其艺术生涯

的亮点之一。

这幅漫画被审稿及其严格的主编米谷直接用于《漫

画》杂志第三期的封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漫画》五

十多期杂志中，黎冰鸿的《揭穿美帝侵略》、《在斯大林同

志的光辉照耀下》、《永远团结前进！》、《守卫和平》等近十

幅优秀作品，被选登在《漫画》杂志的封面和封底。

因为新闻漫画的时效性特点，有时候为了迅速及时

地反映朝鲜战场的情况，作为漫画家的黎冰鸿经常在报

社等候来自前方的电讯，当场创作新闻漫画，发表在第二

天出版的报纸上，大半夜搞漫画创作是常有的“家常便

饭”。他创作的《美帝杀人佛》、《望解放》、《蒋介石最后的

“复兴基地”》等漫画作品还收入吴耘、杨可扬、赵延年、黎

冰鸿、黎鲁合作的《集体创作漫画集》，并由解放日报社出

版，风靡一时，在舆论宣传上起到积极的效果。假如黎冰

鸿不是后来把精力转向油画，一定会成为类似米谷、丁

聪、华君武、方成一样的著名漫画家。

成功转型为“一画成名”的油画家

1953 年 11 月，对于黎冰鸿人生来说，更是个重大转

折。他从上海被调往杭州，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

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后为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

教授，全面转向以美术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由此开始了

作为一个油画家的黎冰鸿艺术生涯。

由于黎冰鸿早在 1986 年就因病逝世，人们甚至都没

有来得及听他讲述，怎么样从漫画家成功转型为油画家的

艺术经验，更无法获得他作为漫画家生涯中最直观的研究

感受。在过往的动荡岁月中，黎冰鸿的漫画作品惨遭遗失

和毁坏，使得后人失去了展开黎冰鸿漫画研究所必需的

“一手资料”，他的漫画作品风华也逐渐被历史遮蔽，甚至

淡出了漫画界的视野，这也是人们忘记作为漫画家的黎冰

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事、主任编辑、漫画家）

近日，俄罗斯奥泽尔斯克漫画博物馆举办“来自天帝

国的漫画展览”，展出中国漫画家朱自尊 45 件漫画作

品。作品以国外名人漫像为主，包括政界领袖、文化大

咖、娱乐明星，也有电影中的人物。

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乌拉尔漫画家俱乐部主席、奥

泽尔斯克漫画博物馆馆长尼古拉·切尔尼舍夫担任策展

人。他在给朱自尊的信中说，“来自天帝国的漫画展览”

是在俄罗斯艺术学院的赞助下举办的，漫画博物馆在奥

泽尔斯克市中心，奥泽尔斯克市在乌拉尔地区，虽然只有

9 万人口，但很多国际和全俄的重要展览都在这里举

办。这是个很重要展览，将对城市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切尔尼舍夫特地介绍了展览广告和画册的设计师奥尔

加·阿克森诺娃女士，她是“国际新年贺卡漫画展”的设计

师。他还介绍说展览很受欢迎，每天都有许多观众来参观。

中国美协会员、浙江漫协顾问朱自尊表示，我知道俄

罗斯人民有热爱艺术的传统，他们都有一定的审美品位，

去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是常态。他们喜欢我的漫画作

品，使我有了小小的幸福感。

据悉，朱自尊漫画展为期一个半月，将持续至 4 月 1
日结束。 （偲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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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创作漫画集》封面

1940年代，香港，黎冰鸿与他的抗日宣传画。

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漫画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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