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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小议

孙家裕“漫画中国”

孙家裕 27 岁时出版的《嘻游记》，甫一出版就登上了台湾

金石堂畅销书排行前十。

孙家裕喜欢睡觉的时候想东西。有一天，他临睡前忽然想

到《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他想，《西游记》其实和现代很像，

他可以用《西游记》的故事情节来反映现代的生活环境，这样

的趣味漫画，应该是挺有趣的。

想做就做，他立即翻身起床，把故事写好，第二天就开始

创作。大约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把成品画好，拿到《中国时报》

给编辑看。当时他根本就不认识《中国时报》的人，只是看到《中

国时报》有一个彩色版，他想，彩色版应该配漫画才好看啊。

就是出于这么简单的想法，他去找了《中国时报》的主编，得

到了主编的欣赏，最后他们整版推出《嘻游记》，连载了 7 个月。

一时之间洛阳纸贵，连报纸的销量都因此上涨。

1991 年他开始独立绘制个人志漫画期刊《七十二变》，那

时他疯狂地画图，有大量的作品产出，却没有那么多的杂志可

以给他发表，于是他就决定自己办一本期刊，内容百分之百是

他自己的漫画作品。他自己带了一个助手，从企划到完成统统

自己做，一做就是 4 年。

一开始，《乌龙院》的作者敖幼祥对他说：“好好的漫画不画，

又去搞这个期刊干吗？”他没有料到，也没过多久，孙家裕就来

向他约稿了。因为杂志供不应求，他在杂志上开了四五页的篇幅，

约了当时台湾最著名的漫画家来画画，让杂志更加的多元化。

同时，他也做了很多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漫画家交流的工作。

其中，和日本漫画家的交流比较频繁。日本著名漫画家横山光辉

出版过一套《三国演义》，60 册，光在台湾地区每年都可以销

售几百万册，在日本更是卖了 7000 万册之巨，影响力太大了。

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画的呢？孙家裕想。

于是就有了孙家裕版的漫画《三国演义》，这是国内首部

完整呈现《三国》全本故事的大型历史漫画作品。多年来他始

终致力于寻找本土漫画图书的突围之路，以幽默、隽永的故事

和鲜活、生动的形象将传统经典以漫画语言表现出来，使年轻

读者更容易熟悉经典，接近传统。

此外，他还串座了《漫画中国》的漫画系列。他希望用演

绎的方式。用现代的漫画语言来阐述古老的中国文化。孙家裕说：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

们画大眼睛的姑娘肯定画不过日本，我们画写实肯定画不过欧

洲，那我们要画什么样的东西来跟他们拼搏？那只有画我们的

文化。从我们的文化开始。只有我们的文化和他们不同。日本

早年也是这样，他们做了很多日本文化的东西。欧美的地域性

观念也很重。他们要我们画东西都要按照他们的标准来做。后

来我们打破了这个界限之后，他们才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之美。”

孙家裕觉得在介绍中国文化方面，除了文字，图像这块也是

很重要的。在他的《漫画中国》系列中，很大的一块是在画中国

文化。只是他不是用传统的方式，用的是演绎的方式，用现代的

漫画语言来阐述古老的中国文化，或者是比较经典的中国文本。

“我们的《西厢记》才画了 3 页，法国就跟我们签合约，”孙家

裕说，“我们做的绘本，做了一个样张，一下子都被海外的出版

社一抢而空。我们以我们特有的漫画艺术来影响国外，比呼喊口

号要来得更为实际。这套系列我们把它归纳叫作‘漫画中国’。

是我最早定名的一个方向。所谓‘漫画中国’就是用漫画的方式

来画中国，让中国文化为现代人所接受，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孙家裕《嘻游记》。 孙家裕《三国演义》。

漫画家孙家裕与小读者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