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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之“大形式”
赵为群说，其他画种都是以材质命

名，例如油画、水墨画、水粉画、版画乃至

蜡笔画等，唯有漫画的核心是“幽默的思

想，非凡的创意”。不以材质命名的漫

画，因而并不是一个常规的画种，而是以

幽默和创意为主的创作手法、艺术形式。

漫画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易懂中令人

惊喜万分。赵为群借用乔布斯设计苹果

手机的初衷来表达漫画的特质：复杂的

简单化、简单的哲学化、哲学的美学化

——这种层层递进的创造理念，也正是

漫画的构思方向。郑辛遥的作品就很能

体现以上“三个化”的高度融合。而且，

这“三个化”与当下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是

契合的。

漫画之“大跨界”
因为漫画是一种构思，因而，可以与

各类艺术形式融合，形成大跨界的特

质。例如，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动画片

《大闹天宫》开启的中国动画黄金时代，

当时，美影厂的动画导演，首先都是著名

漫画家。特伟，代表作是《骄傲的将军》

《小蝌蚪找妈妈》《金猴降妖》等；阿达，代

表作是《三个和尚》；詹同，代表作是动画

片《假如我是武松》和出版物《猪八戒吃

西瓜》；王树忱，代表作是当下又翻红的

动画片《天书奇谭》……他们在创作动画

之前，就是以漫画思维画画，所谓“情理

之中、意料之外”——而这八个字也正是

编剧思维。

孙绍波分析道：“你看王树忱在《天

书奇谭》里设计的三个狐妖形象，每一个

走路的姿势、状态都不同，这就不是单纯

画画的线条思维，而是漫画塑造人物、反

映个性的戏剧化思维。”这也就是被后人

称之为“中国动画学派”的根源之一。

而且，每一位漫画家都是多面手。

邹勤透露，张光宇曾经在英美烟草公司

广告部任职7年，是个广告高手、装饰艺

术家，还开办印刷厂、办漫画杂志等，当

制作《大闹天宫》时，他担任美术设计，邀

请万籁鸣来做导演……

在国际上更是如此，法国安格雷姆

漫画展、美国纽约漫画展等也早就打通

边界，连环画、插画、动画，乃至小丑表

演等趣味戏剧也都纳入其中。比利时

画家埃尔热创作的“丁丁”形象其实最

早是连环漫画，当时埃尔热也兼做广告

设计。

漫画之“大格局”
市美协自从去年成立了动漫艺委会

之后，就在思索传统漫画如何与现代审

美接轨。郑辛遥表示，一方面确实因为

起初动漫艺委会开会都是白发人参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漫画始终随时代发展

而进步，但了解其根源和形式的人并不

多，这才有携手市动漫行业协会这家以

年轻人构成的动漫公司为主要会员单位

的协会，共同主办主题为“喜欢上海的理

由”的漫画艺术大展。

此外，市美协本身就与长三角互动

频繁，且上海又是国际大都市，这才在邀

请、征集作品的过程中，注重与长三角漫

画家和在沪外国漫画家以及海外漫画家

的联动。此举也是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以及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定

位。

对时势、政策的活泼解读，漫画的速

度和可读性最高。孙绍波透露，2020年

小年夜那天上午发出创作抗疫漫画的倡

议，“下午4点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作品

了，这是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比拟的”。作

为全国首个提出创作鼓舞人心的抗疫漫

画作品稿件征集地，上海成了美术同行

中的“排头兵”。漫画家本身独有的社会

责任感，让他们更关注现实生活，“光盘

行动”的倡议漫画，也成为“学习强国”上

的热门连载……

赵为群还为动漫的产业化道路提出

真知灼见：“‘魔童’哪吒，那么火，票房那

么高，为什么没有形成文创产品的销售

高峰呢——两个黑眼圈，看起来有张倒

霉脸，谁会买回家抱在手里呢？”

看起来，未来

中国动画的创作

思路、开发模式、

主题选择等，还真

得向现在乃至过

去的漫画家学两

招呢！

本报记者

朱光

经过近两年的创制，生态人文纪录片

《太湖之恋》将于明年1月4日起每周二晚

22：00在东方卫视首播，该片分为《江南之

心》《锦绣风物》《碧水入画来》三集，每集

45分钟，着力展现近年来太湖流域城市在

生态文明建设上所作的努力、人民安居乐

业的美好图景。纪录片选用青绿山水加

金色线条的全手绘风格，既与实拍画面交

融、体现江南灵秀之美，又在配色上饱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寓意。

《太湖之恋》的摄制组走遍了太湖沿

岸400多公里的水岸线和周边所有的重要

城市和村镇，将镜头对准了见证太湖变迁

的普通人。安吉余村的潘春林当年在矿

场开拖拉机，转型后他带头开起了农家

乐，如今的“春林山庄”在十多年的生态修

复后宾客盈门，年营业额近千万；湖州高

新区的蟹农龚炳根拆了太湖里的围网，带

着他的螃蟹回到岸上“二次创业”，坚持生

态养殖的他现在收成多了两成，还成了当

地的“蟹王”；南太湖的渔民姚国庆响应太

湖岸线综合整治整体搬迁的号召，放弃了

以船为家的生活，住到了岸上的渔民新

村，现在的工作是照料景观风帆渔船，他

的身后是游人如织的亲水岸线和新地标

月亮酒店；鼋头渚景区的蓝藻打捞队长王

建伟皮肤黝黑，已经坚守了15年，他说没

有一片蓝藻能逃过他们的眼睛……记录

下他们的故事，也就记录下了随着太湖水

的治理改善，太湖人获得的崭新美好的新

生活。

作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围绕生态文明

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背景创作的又一部

大型纪录片，总导演刘丽婷介绍说：“太湖

的历史文化与今日的生态文明，是纪录片

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太湖之恋》讲述了江南地区长期以来人

与水的共生关系。5000年前的先民驯服

了不羁的洪水，诞生了璀璨的良渚文明；

近2000年前，他们溇港圩田，将浩渺泽国

改造成鱼米之乡。然而密集的人口和过

度发达的工业，也成为了太湖之殇，洪水、

蓝藻、水污染等让人深思。太湖流域的人

民，又成为最早聆听‘两山理论’的人，成

为最早践行‘河长制’的人，成为最早领会

到‘生态文明’思想和最早尝到永续发展

硕果的人。”

为了给太湖这些变化和故事寻找理

论支持和学术背景，主创团队走访了多位

地理、文化、社会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

专家学者，包括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

究所教授葛剑雄，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主席、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战

等多位专家学者。从制作上，《太湖之恋》

以4K数字摄影机作为主器材，辅以高速、

延时、航拍、微距、水下摄影等特殊摄影手

段拍摄了太湖流域最美的景观和人民，留

下了时代的生动面孔和唯美画面。

据悉，除《太湖之恋》外，2022年在上

海东方卫视每周二22时的时段中还将会

播出《我们的美丽草原》《我们的国家公

园 ·武夷山》《山水间的家》《叶尔羌河》以

及外宣纪录片《永远的行走：与中国相遇》

等精品佳作，用纪实的语言真实、全面、立

体地展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成

就。 本报记者 吴翔

太湖灵秀 人水之恋
生态人文纪录片见证太湖变迁

可以大跨界
要有大格局

“喜欢上海的理由”——上海漫画艺术大展昨天在马利美术馆开展，激荡起中国
动漫当下如何发展前行的话题。市美协主席郑辛遥，市美协动漫艺委会主任孙绍
波、副主任赵为群和邹勤等专家认为，展览以丰富作品呈现，折射出成“新时代的大
漫画”蓬勃发展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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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漫画

扫码看漫画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