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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令人愉快，自己又喜欢的职业。

不久之后，他被送去钱庄做学徒，

为了将来能更好地继承家业。但他

自己却很讨厌这份工作，咬牙坚持

了一年，最终以反抗争取到了去上

海学习的机会。

当时的上海，可算得远东第一

大都市，有着深厚丰富的“海派文

化”。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

精华与糟粕……同时融会在这十里

洋场，给张光宇增添了眼界与见识。

在上海上学时，张光宇住在亲戚家，

附近有一个演京剧的戏院，课余他

最有兴趣去后台涂涂画画，画点速

写。后来就和戏班演员交上了朋友，

常去后台串门，又在前台空座看白

戏，因此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对

京剧的人物形象、脸谱、服饰等都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在

与戏班演员们的交往过程中，那种

江湖讲义气、互相帮忙的气质也感

染了他，无形之中形成了他仗义、

大气与喜爱助人为乐的性格。

中学毕业后，他本想去投考美

术学校，碰巧认识了画家张聿光先

生，他是上海美专的校长又兼上海

新舞台戏院的置景主任，机缘巧

合之下就拜了张先生为师。老师

留他在身边，一边学习一边劳作，

用传统的“学徒制”，为师父舞台

画布景。尽管失去了正规美术学校

学习的机会，但张光宇并不后悔，

他曾说过：“我是在实际工作中受

了锻炼，学到不少东西，如大面积

的云山树林、亭台楼阁，这大都由

徒弟来画，留下室内镜框中的画

或其他精细部分才由老师来执笔，

所以也就有了画大东西的经验。”

而这样“师父带徒弟”的学习方法，

在实践与锻炼中学会真本事的艺

术道路，曾经是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许多美术从业者的选择，无论

是叶浅予、黄尧、张乐平还是华

君武、张仃，大都非专业美术学

院出身，却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与技巧。

而张光宇成名之后，对后起之秀，

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心、培养

与不遗余力的鼓励、帮助，也恰源

于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

这样约过了两年，二十岁时，

张光宇经老师的介绍去生生美术公

司工作。公司出版《世界画报》，

请丁悚先生任编辑，张光宇当助编，

从此他俩交往甚密成了极好的朋友，

丁悚称张光宇为“大块头”，张光

宇则亲切地叫他“老丁”，后来丁

悚的儿子丁聪也画起了漫画，张光

宇就建议：你画上的签名就叫“小丁”

吧。没想到“小丁”二字，丁聪先

生就真的用了一辈子。

《世界画报》是一份面向爱好

文艺美术的普通市民的通俗刊物，

张光宇从插图、漫画、封面设计到

编排等工作，无所不会，随后又进

军多份刊物，包括《滑稽》《解放

画报》《新声》等刊物。 1921 年

至 1925 年，张光宇到南洋烟草公

司广告部当绘画员，画报纸上广告，

也画月份牌等宣传品。在这个时期，

他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画

风，清新雅致，夸张有度，令人过

目难忘。

从插图到漫画

不久之后，张光宇担任英美烟

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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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世纪文

景出版的《张光宇小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