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空转变，敬意不变
春末夏初，一直“藏在深闺”长乐路 672

弄巷子深处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揭开了面

纱，经过两年整修，简约明亮的公共展厅，俯
瞰中心城区红瓦白墙的摩登露台，满目葱茏

的精致小院赋予了出版社新城市空间的属
性。而白色大门上由 92岁韩敏题写的“一百

零八上苑”以及草坪一角由 89岁汪观清题写

的“中国连环画的摇篮”石碑则勾连着令这座
城市骄傲的一段历史。

从现有材料看，明英宗年间出现的《圣迹
图》是较早的具有连环画基本特征的刊本，而

连环画最早出现在报刊的实列则是在 1885

年的《点石斋画报》中。而后，中国连环画成为

了广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及启蒙文化的
载体。作为连环画的诞生地，上世纪 30年代，

上海连环画出版商达 30多家。上世纪 50年
代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赵宏本、程

十发、顾炳鑫、贺友直、钱笑呆、陈光镒、颜梅
华、韩和平、丁斌曾、汪观清、韩敏、罗盘等百

余画家汇聚于此，号称“一百零八将”。他们融
汇白描、工笔重彩、水墨等中国传统绘画与西

方写实绘画经验，形成了近代海派连环画鲜
明的艺术性，同时也奠定了上海人美在连环

画史上的扛鼎地位。
经历过式微，1999年上海人美社以再版

经典使连环画迎来新生。这次入选中小学生
阅读指导目录的连环画《中国戏曲》（收藏本）

汇集了赵宏本、徐宏达等诸多名家绘制的包
含《白蛇传》《桃花扇》《樊江关》《金钗记》《梁

山伯与祝英台》《钗头凤》《穆桂英》《窦娥冤》
《四进士》《望江亭》等经典戏曲故事，结构布

局严谨巧妙，画笔风格细腻，是中国戏曲连环

画中较为经典的一个合集。
除此之外，在上海人美社出版的近万种

连环画中，还有一套规模宏大的经典作品《三
国演义》不得不提。从 1957年开始出版以来，

几十年间，这部巨著不断调整，大部分分册都
有增加和省并，甚至有的被全部删除或者重

绘，若干不同的版本，构成了这部古典名著在

连环画出版史上的奇观。2013年，《三国演义》

连环画输出法国。考虑到法国人的阅读习惯
和成本、装帧等难题，中方编辑预先在国内对

内容进行了压缩调整，将原 60册改编成了 30

册，保留了应有的经典段落，该书入围了安古

兰国际漫画节文化遗产奖，其装帧设计融入
现代的审美，似乎让传统的《三国演义》多了

几分清新浪漫的法兰西风味。

“有规模地再版传统连环画，绝不是单纯
的文本复制，我们努力将对前辈与经典的敬

意延续在日常的出版中，希望读者能从中感
受到一家品牌出版社的工匠精神和一群出版

人的心血。”顾伟说。

内容转变，承载不变
经典连环画承载了传统文明，时空转变之

下，连环画要焕发新的生机，还需注入更多当代

文化的丰厚内容。上世纪 50年代后期至 60年
代前期，是连环画的一个高峰期，贺友直、韩和

平等一批上美的画家，贡献了诸多描绘现实的
精品力作。“连接连环画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创作形式与当代的社会现实和社会主题

是连环画生命力的源泉，要说传承，让连环画讲
新故事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上海人

美连环画研究出版中心主任康健如是说。
小说《爱在上海诺亚方舟》以上世纪 30

年代三个犹太“船友”到达上海之后与上海青
年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二战后犹太难

民离开，直到 80年代初三人又重返上海，如何
用连环画来展现这样一个上海故事？偶然的

机会，康健在全国美展进京作品中看到了新疆
画家尤山的彩墨作品《石头城的故事》，细腻写

实的画风，有着长期绘制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

经历，使画家对具有相似体貌特征的人群的描
摩更为得心应手，康健很快认定尤山就是《爱

在上海诺亚方舟》绘画者的最佳人选。
在着手创作之前，出版社特意安排了画

家到上海考察，在小说原作者的陪同下，画家
连续几天走访了保存完好的犹太人居住区，参

观了犹太人避难纪念馆，得到提篮桥街道居委

的大力支持，还得以进入曾经是犹太难民居住
过的石库门屋访问，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考

察结束后，编辑又给他提供了相关的书籍、照
片等资料供其参考，几经打磨后，康健才松了

一口气———没有潦草绘图，没有盲目仿旧，更
没有照抄前人风格⋯⋯画家用中国画的表现

技法，同时吸收西方绘画造型元素，色彩艳而
不俗，墨、色、线、块等中西绘画元素完美结合，

最大化地表现、还原了故事的情景与氛围。“古
老的连环画必须融入以创新创意为旗的‘大时

代’，这是我们这一代编辑的责任所在。”

形式改变，用心不变
去年，新创工笔长篇连环画《许茂和他的

女儿们》以柔软而质朴的整体设计获得了

2019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而拿去打榜
的《罗伦赶考》由于书籍设计编排奇异，在一些

“连友”中收获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喜欢的不惜
一掷千金，也有部分连呼“看不懂”。这部作品

讲的是明朝年间，书生罗伦携仆人在赴京赶考

途中，拾金不昧，以一颗仁人之心拯救了两条
生命的故事。上世纪 80年代，画家高云一反常

见的简单图解连环画的老套路，根据脚本提供
的内容进行艺术的再创造，凭借区区 13幅画

面，巧妙而又紧密地交代情节，完成叙事。《罗

伦赶考》首次发表，就登上了当时炙手可热的
《连环画报》，还被选送参加“瑞士第一届国际

连环画节”展览，并于 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
展上一举斩获金奖，继而又获第三届全国连环

画创作评奖一等荣誉奖，被誉为“20世纪线描
连环画的扛鼎之作”。再版“罗伦”，若只是在开

面上小变大，显然不能满足编辑的“野心”。也

正是因为只有 13幅作品，编辑更坚定了要玩
足花样，遂延请刘晓翔团队承担整体设计。

新版的《罗伦赶考》以大 8开作为演绎文
本，大胆采用黑白灰为配色，以呼应连环画的

白描风格。开篇的前言模仿古代屏风，营造出
古典的气氛。图版部分将 13幅原作放大，依次

排列，满底印银，使用金属墨印刷，使画面富有
质感，气质上和线描的画稿相配，同时将部分

精彩局部放大展示。由于作品的脚本不具备引
导欣赏图幅的功效，作家蔡小容为 13幅画作

逐幅解读：“文随画走，有时写至通透，有时点
到即止，标准是对画意做出恰当的读解，又避免

说得太多太满。”为了让“图说”别出心裁，蔡小
容将一幅画配一句宋词作为盛纳图画的方式，

因为在她看来，这组连环画的意境与宋词相当
接近。图说部分的画作均为手工粘贴，并按原

稿尺寸 12.5?18.5mm制作，原大作品被便签条
随机贴在页面上，读者可以翻开图片，阅读隐

藏在下面的脚本文字，亦可自行揭下画作装
裱陈列。图说部分的文字编排，模仿作品的画

面构图，营造出值得回味的阅读体验。“连环
画雅俗共赏，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部艺术作品，

它只是个个案，但是其中蕴含了编辑设计团
队满满的诚意与‘良苦用心’。”康健说。

连环画的生命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给与

的，每一代读者也有不同的偏好。最近，出版
社已着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中，

精选出《鼯鼠学本领》《红面小母鸡》等一些与
动物相关的彩色连环画，通过放大、裁剪等方

式编辑成一套动物主题的绘本，让现在的孩
子们重温父辈熟悉的故事。喜欢连环画的人

都有一颗未泯的童心，“六一”将近，祝愿每一
位大孩子、小孩子都能拥有自己的诗与远方。

◆ 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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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中国戏曲》（收藏本）入选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
“中国传统戏曲与中国连环画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希望孩子们由此能欣赏
到传统之美、经典之美。”上海人美社社长顾伟表示。

连环画艺术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分年龄，它是所有喜
爱这门艺术的人们心中永远的诗与远方。

少年心中的诗与远方
长乐路“一百零八上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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