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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酒量作的画
丰子恺的孙子丰羽指着展厅

里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说，这是丰子恺公开发表的第一

幅漫画作品。

1924年，丰子恺正在浙江白

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与朱自清、夏

丏尊等同事好友成立了一个“五

斤会”——能喝五斤黄酒的人才

能入会。这幅漫画，描绘了一次

聚会后的场景，画中的留白给人

想象的余地——曾有几个人志同

道合地在这儿谈天说地。

《文学周报》的主编郑振铎曾

评价：“一道卷上的芦帘、廊上一

个小桌，桌上一把壶，天上一钩新

月……虽是疏朗的几笔墨痕，我

的情思却被带到一个诗的仙境，

我的心上有种说不出的美感。”

1925年，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

冠以“漫画”题头，陆续发表在《文

学周报》上。从此，中国开始有了

“漫画”这一名称，而“子恺漫画”

这一崭新的画种也由此诞生。

下落成谜的画
在漫画界，全景式画作曾被

称为“大观园”，这个名字源自张

文元的漫画作品《大观园》。1936

年，这幅漫画参加了第一届全国

漫画展览，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

司四楼举行，原定5天的展览实际

展出3周，且“观众自朝至暮，络绎

不绝”。

可待这批画作要开启全国巡

展时，所有展品都失踪了，有人说

毁于战火，有人说搬运遗失，众说

纷纭，却遍寻不得。张文元的儿

子张伟德有一天从朋友处得知，鲁

少飞主编的《漫画界》1936年12月

号刊登了这次展览的专刊，精选了

70多幅画作。张伟德从网上找到

了这期杂志的电子版，下载下来，

才有了这次展出的《大观园》。

此后，张文元又创作出了《大

世界》等一系列“大观园”式的漫

画，这一类漫画也演变成新风俗

画，又有了如今的全景式漫画。

但《大观园》可以说是第一次用漫

画表现宏大的构图和场面，拓宽

了中国漫画的发展道路。

时势造就的画
连环画兴盛时期，通常先有

文学脚本，再配以绘画绘成连环

画。但随着连环画作者越来越

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甚至把

连环画编辑部都取消了，擅画连

环画的贺友直不得不自己编、自

己画，慢慢也开始积累了一批漫

画作品。

此次展出的《三百六十行》就

精选自贺友直的同名画册，剃头、

扦脚、收旧货、画铅照、卖刨凝花

等上海老行当的情景描绘，让很

多90后甚至00后感到新奇。贺

友直曾在后记中说：“这里的画，

先是发表于《漫画世界》的，因为

我原来是吃连环画饭的，跑到漫

画世界里去混饭，所以（华）君武

同志戏称我是‘起义将领’。”

和贺友直一样跨界的还有动

画导演王树忱。1980年，王树忱

带着动画电影《哪吒闹海》到法国

参加戛纳电影节，这是改革开放

后中国电影第一次走出国门。该

片也是第一部亮相戛纳的华语动

画，最终获得了特别放映奖。王

树忱有感于国内兴起的奢侈消费

风，画了一幅《取经归来图》，唐僧

戴着墨镜开着摩托车载着一台彩

电，孙悟空背着相机，八戒的钉耙

挂着一双高跟鞋，手里提着收音

机，沙僧的行李车上满满当当，腾

云驾雾取经归。

本报记者 赵玥

漫画老故事
越品越扎劲

生活在上海的你，喜欢上海的理由是什么？正在马利美术馆展出
的漫画艺术大展给出了答案。前天，包括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在内的十
余位漫画名家及后人又相继赴展参观，为这个问题添上了新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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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喜欢上海的理由”漫画艺术大展由市

美协、市动漫行业协会主办，新民晚报媒体

主办。首轮展览在2月25日闭幕后，将在

长宁区开启社区巡展。部分展品还将衍生

为数字艺术品，形成NFT网上交易。不能

来到现场的观众，也可以在哔哩哔哩网站

线上展厅观展。

勾起往日情
市美协主席郑辛遥每每走过“海上经

典”板块，都感觉面前的镜框如同镜子，照

着自己，找出距离,“老一代漫画家构思、构

图、色彩、造型、技巧样样都好，最可贵是每

个人都有很强的标识，他们以真感情、真本

事赢得真名声——流芳至今。”

细细回想，老一辈漫画家和新民晚报

都有着密切的往来。连环画泰斗贺友直家

住巨鹿路，晚报在威海路，他一有空就跑到

晚报编辑部去，他爱说笑话，有他在的地

方，总是笑声不断。

贺友直的女儿贺小珠回忆，父亲时常

能收到晚报的稿费汇款单，他不会一张张

去取，而是攒到厚厚一摞才去取，还得意地

对她说：“你知道吗？晚报给我开的是最高

的稿费，800块一幅。”

1985年，“三毛之父”张乐平，美影厂

厂长特伟和人称“美影三剑客”的阿达、詹

同、王树忱建议筹备《漫画世界》——这也

是新民晚报的第一份子刊，由张乐平任首

任主编。

《漫画世界》甄选稿件要求之高远近闻

名。就连黄永玉看到张乐平的“三毛”弃稿

也说：“其实张张都好，不须重画的。”张乐

平认真了，轻声说，“侬勿可以那能讲，做事

体要做透，做到自家没话讲，勿要等人家讲

出来才改。”

改变人生路
在新民晚报1982年复刊之前，郑辛遥

在电报局工作，听说晚报招美术编辑，他就

把自己的画交给了美术摄影部主任乐小

英。“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人

家肯定是招有经验的，怎么会招没有经验

的？”让他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真接到了

乐小英的电话，说要把作品还给他，尽管岗

位不再空缺，还是欢迎他来晚报投稿。

于是，隔三差五，郑辛遥从电报局走两

条马路到当时晚报所在的九江路，把作品

交给乐小英。“乐老师对我很客气的，基本

上我投稿三四张里会刊登一张，还另外想

办法补贴我，比如找我去画当时的专栏《蔷

薇花下》。”那时候郑辛遥的工资大约80

块，稿费却能有300块，于是他向电报局的

领导提出停薪留职，专心画漫画。

1985年初夏，新民晚报主办的《漫画

世界》正值筹备阶段，阿达听说有个小青年

喜欢漫画，“画得单位也没了”，就把他推荐

给特伟和张乐平，郑辛遥终于有机会进入

了梦寐以求的新民晚报。“外面比我画得好

的人很多，我的人生转折点是阿达老师给

的，他让我从一个业余画家逐步成了专业

漫画家，让我有幸到了新民晚报，一直画到

现在。”如今，郑辛遥在晚报上开设的每周

一幅专栏也即将30年了……

英雄出少年
“我觉得是历史选择了漫画，漫画选择

了上海。”张文元的儿子张伟德这样感慨。

百年前，漫画这门艺术，从画室走向社会，

以国际语汇在中国最早掀起了现代艺术浪

潮。1936年，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举办时，

和张乐平同年的张文元不过26岁，被称为

前辈的张光宇也才36岁，全国两三百位漫

画家汇聚成一股热血力量，冲在抗战前线。

十八九岁的叶浅予看到了报纸上三友

实业社的招聘广告，从浙江来到上海，小镇

青年开始接触到漫画，

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路画进了中央

美院国画系。在叶浅予

的带动下，家人也随他

一同加入了抗日漫画宣

传队，以笔为刀枪。

“我的名字胜利，就

是因1945年抗战胜利而

来。”漫画家乐小英之子

乐胜利回忆。在阿达的

儿子徐畅看来，老一辈

漫画家心中都有着很强

的社会责任感，面对社

会现象，有调侃也有批

判，“父亲经常说，一幅

漫画，一目了然，胜过千

言万语”。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