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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将在杭州举行。为什

么第三届还在杭州呢？从西湖的美到钱塘江的潮，从苏

东坡到苏小小⋯⋯理由可以例举一万个吧。但我奉行

一条：因为有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

去，他是谁呢？

他就是被誉为漫画界的“齐白石”的一代漫画大师

——华君武。而杭州，是他的诞生之地，从西湖长桥边

的华君武纪念铜像，到杭州白马湖中国动漫博物馆里的

华君武雕塑立像，再到杭州拱墅区建造中的华君武美术

馆，可以说在杭州各处都有他的传说。他笔下的有关杭

州的漫画也如天上的繁星，数之不清。

华君武的漫画人生，有一页是属于杭州的。他1915

年出生于杭州祖庙巷，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直

至初中。当时的他原名“华潮”。“华潮”二字用普通话读

自然没有任何问题，用杭州土话读本应该没问题，但是

经“老底子”的同学们一起哄，用杭州话反着读就大不同

了！华潮、华潮，潮华、潮华（杭州话：潮华=造话）就有了

说谎话的意思。于是华君武便哭着要求父亲为其改

名。无奈之下，也是单名的华鸿（华父）就把他名字改成

“君武”，“华君武”之名由此而来。

1928年13岁时，华君武的第一幅漫画便在校刊上发

表；15 岁那年他画过一幅《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

漫画还被当时的《浙江日报》采用刊登；而在中学时期的

华君武却因一次仗义直言，被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以违反

校规被开除了。

直到1990年5月，华君武回到杭州举办他从艺六十

周年展览的时候，母校邀请他去，他还旧事重提，不忘幽

默一下，称自己是被学校开除的呀！急得学校赶快恢复

名誉，并在开幕式的当天送上鲜花，重新戴上校徽。

1935年18岁的华君武带着铺盖，穿着蓝布长衫到上海去

发展，还时常画一些杭州题材的多格漫画，比如当年创

作的《杭州西湖之春》在《时代漫画》第15期上刊登。

杭州是他漫画生涯的摇篮之地，尔后在上海、延安、

东北、北京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谱写了他作为“红色漫

画家”的伟大篇章。

著名的美术理论家翟墨说过：“华君武是中国漫坛

创作生命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儒帅，对中国幽

默文化有着独特的贡献。他的漫画创作，有着鲜明的民

族、大众和个性特点。”

华君武说：“漫画离不开幽默，也就是说漫画中没

有幽默，就不能称其为漫画。”他又说：“漫画是用笑来

战斗的。如果漫画里没有讽刺，没有幽默，可笑的倒是

我们自己。”漫画的完成是由讽刺与幽默所组成，他老

人家深刻阐述了“幽默”在漫画创作的重要作用。一幅

好漫画的幽默程度决定了作品本身的影响程度。比如

《车站送别》：窗里直挥手，窗外直招手，其实都在想，火

车你快走！

他曾说过：“我对杭州的乡思到老年后就更浓些，确

有许多漫画是凭我对杭州的熟悉，针对当前一些问题而

作的。”华君武先生善于从寻常琐事中觅得趣味，生发画

意，由此创作出一批情趣盎然的作品。看看那些既有刺

的尖锐，花的芬芳（具有幽默感）寓教于趣，亦庄亦谐，让

你在笑声中受到教育，幽默功不可没。所以我以为漫画

大师本身就是幽默大师。

华君武先生天性幽默，富有哲思。他以幽默之眼，

看世间万象。他的语言极其精彩，风趣睿智。与他在一

起，他不时地会爆出一些冷幽默，即便在严肃的学术研

讨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会让大家都感到轻松和愉快。

在我与华老的多次交往中，切身感受到他的人格的

魅力以及辛辣风趣的谈吐。记得我曾请他题字，他的回

复：“小明同志，我的字可配我画，但不入流，写了半天技

尽于此，不好可不用，绝不生气。”我邀请他的漫画作品

去拍卖，他又说：“小明同志，拍出去，你赚钱，拍不出去，

我丢脸，不干，不干！”其实，他是有着自己深刻的考量，

他最后是把二千余幅漫画原稿全部捐给了中国美术

馆。由此可见他的回答充满了机智和风趣，也是他幽默

处事的流露。

我最后一次见到华君武先生是在北京中央电视台，

聆听老人家话说中国漫画史。他不仅为中国的美术事

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为中国的动画美术电影发

挥了关键作用。参与了木偶片《皇帝梦》和动画片《瓮中

捉鳖》及《骄傲的将军》等动画片的创作。

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在向前发展，无论是历史传承

与新潮文化的热烈相拥，还是动与漫超強思维和智慧的

融合碰撞，这都是“国漫”这棵大树的衍生根系之所在。

在国漫正当时的背景下，上海漫坛提出了“以漫促

潮”，给漫画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浙江漫坛提

出的“华潮漫涌”，华君武就是“国漫”一面猎猎作响的大

旗。在这面大旗的感召下，浙江漫坛将奋勇前进，无论

是“上天入地”（浙江漫协与长龙航空、浙江地震局、地质

大队合作），无论是到社区还是到小学，无论是“亚运漫

趣”还是第三届中国现代幽默画大展，我们总想把这道

受群众欢迎的文化大餐烹调好，以此作为对漫画大师华

君武先生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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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 苏堤春晓，真是热闹，东坡、西施，都已请到，主持

剪彩，汽笛高叫。火车轰隆，小鸟吓跑，外商投资，资本有

了，改造西湖，也算创造，幸得纠正，现已取消，这幅漫画，

算马后炮。

“一代宗师”李叔同（1880—1942）才艺卓绝，早年以

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著称于

世。然而，39岁那年，他斩除世俗羁绊，在杭州虎跑定慧

寺剃度，从此潜心向佛，法名演音，号弘一，最终成为一代

高僧，被奉尊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李叔同17岁师从津门唐静岩学习书法篆刻，1914年加

入西泠印社，一生治印赏印论印，识见独到。他自创锥刀

刻印，宗法秦汉，由书入印，冲淡典雅，简约率真，讲究布局，

排列严整，显现出非凡的生活情趣、人生襟怀和艺术追求。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前，将

自己多年来悉心收藏的94方自用印章，全部赠给西泠印

社。这些印章的印面文字多为李叔同的姓氏、别号、斋

号，边款内容别样丰富，隐含众多故人往事，见证了李叔

同与印友们的金石交往和真挚情谊。印材质地多为寿山

石，刻制时间大致在 1899 年至 1917 年之间，大部分为

1912年至1917年所作。除自镌的一枚“文涛长寿”白文印

外，其他作者主要由三类构成。

一类是8位西泠印社大咖刻的17方印章，如王福庵

的“息老人”印，叶为铭的“一息尚存”印，经亨颐的“李布

衣”印，费龙丁的“李叔同”印，胡然的“但吹竽”，王世的

“息翁大利”等。一类是彼时名噪一时的书画篆刻家刻的

29方印章，如陈师曾刻有5方印，印文分别为“叔子”“前世

画师”“李布衣”“李息之印”“息翁晚年之作”，其中，“前世

画师”取自苏轼诗句“前世画师今姓李”。吴昌硕的篆刻

弟子徐新周（年长李叔同27岁，二人为忘年之交）刻有6

方印，印文分别为“漱筒长寿”“广平”“三郎沉醉打球回”

“息霜”“息”“李布衣”等。此外，戈朋云刻“当湖惜霜”印，

丁二仲刻“管领湖山”“丙辰息翁归寂之年”“放浪”印，吴

在刻“李息”“李布衣”印。一类是“乐石社”社友的赠印。

1914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生成立金石篆刻研究

会“乐石社”，李叔同任首任社长，夏丏尊和12名学生社友

先后刻 47 方印赠送李叔同。其中，夏丏尊先后刻有“哀

翁”“息翁”及“哀公、李息”两面印。

为保存这些珍贵印章，西泠印社在孤山山麓鸿雪径

的崖壁上凿窟，将印章装入木匣，封存于洞内庋藏，洞口

外覆盖一块碣石，高9寸，宽1尺，镌刻由叶为铭（“创社四

君子”之一，字品三，号叶舟）题写的阴文小篆“印藏”两

字，左侧题跋6行隶书，记述缘由：“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

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冢、书藏遗意，

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意指

“印藏”是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前留给尘世的雪泥鸿爪，

亦高度契合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

诗意。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青苔覆满石壁，“印藏”成为

鲜为人知的秘密。

1963年秋，西泠印社建社60 周年纪念大会前夕，因

担虑“印藏”壁龛年久泐损，印社决定开启“印藏”，另予珍

藏。于是，撬开了封闭45年之久的石碑，取出木盒，李叔

同的94方自用印章得以重现于世，时隔近半个世纪后，它

们依然清晰完好，令人叹为观止。那块“印藏”刻石，如

今，仍嵌于原处，供游人观瞻抒怀。

印藏西泠，湖山共永。“印藏”艺术地反映了李叔同早

年与金石朋友圈的交往酬唱，再现了他与“百年名社”西泠

印社红尘结缘的过往。鉴赏这些遗世“印藏”，不仅可以真

切领略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篆刻名家、“乐石社”师生铁笔刻

赠印章的各式面貌及其艺术之美，更能充分感受“一代宗

师”李叔同的一生行谊、印人情怀、德性光辉和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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