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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脸谱的用色。同时吸收了民间

艺术中的皮影造型、埃及壁画等处

理手法，使整个作品既民族化又国

际化。这部作品以章回的形式，直

指当时的社会现实。比如，“纸币

国”“无条件投降”……画面与文

本中的关键词，背后都是社会现象

与历史进程。

我国的民族及民间艺术，从来

就带着浓厚的装饰情调，从殷周的

青铜器图案、秦汉的玉石雕刻、唐

人的金碧山水、宋元花鸟、寺庙壁画、

刺绣、缂丝、木雕、陶瓷彩绘、民

间年画……这些遗传下来的民族艺

术遗产中，都可以看出我国艺术的

装饰风格。从张光宇的这部作品里，

我们更显著地体会出这些艺术对于

他的影响。而更显著地影响他的作

品的，是明清的版画、近代民间的

玻璃画、年画及明代杰出画家陈老

莲的人物画等。自然，墨西哥画家

珂弗罗皮斯的作品风格使他得到一

些启发，但是由于张光宇是以我国

传统艺术为基础来吸收外来影响的。

他早年从事于舞台布景的制作，更

使他接近民间，祖国的传统艺术在

他的艺术思想上长下了深厚根基，

因此在《西游漫记》这一作品中，

虽然包罗采纳了各种东方的图案和

造型，甚至埃及、波斯的艺术风格等，

但是他用来统一这些不同风格的总

调子，还是中国的。

由于种种原因，尽管《西游漫

记》只画了第一集，但却深刻地表

现了在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顽固派和

侵略者鬼鬼祟祟地表演名为“受降”，

实是卖国纵敌的丑剧，表现了特务

横行的黑暗世界、通货膨胀民不聊

生的经济情况和乱拉壮丁充当内战

炮灰的悲惨局面等。这部作品是一

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当时反动政

府的控诉。从中可以看出，张光宇那

种特有的色彩、构图、线条的运用及

人物的变形，说明了画家在技法修养

上达到很高的造诣，因此他的作品能

够发出诱人的热力，通过深刻细腻的

技法，把内容感染于人。

水浒人物：有传统更有生活

自从《水浒》传世以来， 特别

是明清两代，可说家喻户晓，男女

老少，各行各业，各阶层，每人心

中都有一个武松，都有一个李逵和

石秀……作画者如没有丰富的生活

经历，高度的艺术修养，就满足不

了读者的审美要求。此外，自小说

广泛流传以来，绣像插图版本，不

胜统计。戏剧、绘画、电影以及工

艺品等等，各方面的艺术工作者，

都为水浒英雄创造形象。其中有明

代陈老莲的《水浒叶子》等许多优

秀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印象。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张光宇的

《水泊梁山英雄谱》横空出世，一

鸣惊人。其文字作者为著名作家孟

超，配合张光宇的绘画，属于“故

事新编”性质。正如张仃先生所评

价的那样：“光宇对人物形象的刻

画，有大量的生活积累，对各阶层

的动态有过深刻的观察，否则达不

到典型化。”他笔下的军师吴用，

不同于诸葛亮；而装神弄鬼呼风唤

雨的公孙胜，又与智多星有别；大

刀关胜，也不能抄袭关云长的外形，

但也需略有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

的一批英雄形象，都塑造得极为成

功，如武松、石秀、李逵、鲁智深；

武松与石秀是两种气质的武生，李

逵与李智深又是两种类型的黑头，

都未曾借助于戏剧脸谱，而是来自

现在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在张仃看

来，恰恰是借助了张光宇自己的漫

画才能，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与夸张，

使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母

夜叉和一丈青，都是造反女性，却

截然不同，是明清以来，公式化美

人的一大突破。宋江、卢俊义都是

梁山的头面人物，却看出他们的不

同出身，不同气度；一枝花蔡庆、

浪子燕青和阮氏三兄弟们，在中国

任何小市镇，都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日夕相逢的人物……其中的服装道

具，均出于艺术家的创造，既非明清，

亦非汉唐，用光宇自己的话说，是‘造

谣’，但他的‘造谣’，令人信服，

这就是艺术上的成功。”

相比于《民间情歌》时期学习

珂弗罗皮斯风格的影子，此套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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