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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浙江木刻版画类期刊述论 

—以“刀与笔”构成的“画阵” 

刘晨 

( 杭州师范大学 艺术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浙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之一，“一八艺社”1931 年习作展览会展出木刻作品被称为中国新兴木

刻运动的发端。木刻版画类期刊占民国时期浙江艺术类期刊的三分之一。《一八艺社 1931 年习作展览会画册》《战

时木刻半月刊》《刀与笔》《画阵》《木刻艺术》等木刻类期刊以“刀与笔”构成“画阵”推进木刻艺术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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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浙江艺术类期刊中，木刻版画类所占超过三分之一，是浙江民国期刊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类重要期刊。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引进和倡导的新木刻——与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复制木刻不同的、取法于欧洲的创作木刻，成为中国

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是中国新兴版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木刻运动发展主要的地域所在。最早的木刻出品展览是 1931 

年杭州的“一八艺社”赴上海举办“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据不完全统计，在民国新兴版画 109个社团的地域分布上，浙江以 

17个社团，占 15． 6% ，仅次于上海的 24个社团。
①
 

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木刻因其制作简易，宣传性强，成为以“刀与笔”构成的战斗“画阵”，没有任何一种艺

术能像木刻版画一样具备如此大的影响力，形成一种与政治，与战争，与现实紧密相连的独特的艺术景象。 

一、“画阵”产生的时空因素 

浙江的木刻版画期刊创办发行期在 1931 年至 1946 年，并主要集中创刊存续于抗战期间的浙西南地区。 

抗战初期浙江处于一种独特的战时位置，上海、杭州先后沦陷，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文化中心随之相继转移，从大城市转

移到中小城市，扩散到乡镇农村。上海、杭州等木刻运动的中心和范围也逐渐向金华、永嘉等浙西南地区转移，并扩散至赣、

闽及周边地区。 

1937 年，杭州“八一四”空战，日军首次空袭杭州。11 月 5 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迂回夹攻上海，12 日上海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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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12 月 24 日杭州沦陷。嘉兴、富阳及杭州等杭嘉湖地区 1 市 14 县被占。杭州沦陷前，机关、学校、工厂等纷纷迁移，

10 月中旬，省政当局议定杭州万一失守，即以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为临时省会，后实际设于永康方岩。11 月中旬，省政府各

机关陆续迁至金华。此后敌我以钱塘江为界形成隔江对峙局面，1940 年 1 月日军占领萧山，1942 年 5 月浙赣战役后金华、

衢州、丽水、温州沦陷。① 

因此从 1937 年至 1942 年，以地处浙赣线的浙西重镇金华为中心，浙西南形成一段相对比较安定的时空格局，战时文化

事业有所发展，“金华自抗战以来形成浙江文化的中心，定期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出了三十种以上”
②
。从历史上看，“浙江是历

代刻书事业最兴盛的地方，如杭州金华，在历史上不但有光荣的记载，雕刻图本的名家，其技艺的精工高超，也为世界所传诵，

现代木刻运动在浙江复兴起来，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③
。而当时浙江由黄绍竑主政，政策比较开明，文化氛围相对宽松，抗战

美术活动在这一区域开展得有声有色，尤以木刻为主要艺术手段。“战时东南地区，注重社会功利价值的美术创作特别发达，特

别是木刻创作，一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②，抗战木刻运动的这种发展态势在浙江表现得极明显: 

木刻在这其中，不仅仅是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已立下根基，居于抗战中新兴艺术的首位。就浙江目前的情形来

讲，几没有一个刊物，不在登载木刻，有成千成万的学生，政工人员，美术工作者，都对这新兴的艺术发生很大的兴趣，发狂

似地在学习。③ 

 

                                                           
① 参见楼子芳《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 6 月，第 14 － 199 页。 

② 见王嘉良、叶志良、毛策《中国东南抗战文化史论》，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 月，第 120 页。“战时东南地区”

的地域范畴，主要指浙西南、闽西北、赣东南一带。 

③金逢孙《浙江省木刻运动》，载《战画》第 9、10 期合刊( 革新号) ，1939 年 10 月 31 日。目录中此文题为《如何展开浙

江木运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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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艺社”的标志性开端 

“西湖一八艺社”成立于 1929 年 1 月 12 日的国立艺术院，发起参与的学生共 18 人，又届时民国十八年，故以“一八”

命名，是国立艺术院成立的第一个学生社团。 

1930 年 5 月“西湖一八艺社”分化，一方保留“西湖一八艺社”，一方直称“一八艺社”( 又称“杭州一八艺社”) 。1930 

年夏“一八艺社”的部分社员及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或退学到上海的同学会合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 又称“一八

艺社上海分社”、“上海一八艺社”) 。“西湖一八艺社”和“一八艺社”都是研究国画、西洋画、雕刻、图案等的综合性美术团

体。1930年冬，一八艺社的胡以撰、汪占辉开始创作木刻。1931 年 6 月 11 日至 13 日，“一八艺社”去上海举办作品展览会，

会场设在靶子路吴淞路每日新闻社，出版《一八艺社 1931 年习作展览会画册》。其中出品除国画、油画、雕塑、图案外，还有

木刻作品( 收入画册的是汪占辉《纪念五死者》、胡以撰《饥民》《流离》) ，这是中国美术展览会首次有木刻出品，后被称为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端。鲁迅为之作有《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是具有广泛影响的美术文献之一。鲁迅赞赏一八艺社“在

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

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④
对“一八艺社”这次展览，当时舆论还有过极生动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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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艺社迎送致词 

怎样去看世界? 怎样去表现世界?——不要徜徉在苏白堤之间，杭州还有拱桥! ④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一八艺社”的部分社员及研究者强化了“一八艺社”的革命性，以及“一八艺社”与“西湖一八艺

社”、国立艺专校方的严重对立。但近年来研究者已不局限于此种单一的阐释⑤。 

在 1931 年第 1 卷第 5 期《亚丹娜》上刊有《一八艺社之过往与将来》一文，其最后一段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自序〉》最后一段相同，可知为一八艺社所撰。文中比《自序》更详细地提及此次分化: 

„„直至十九年初夏，社内一般颇干练的人觉得那样是不行，而社中类似“为艺术而艺术”的主义对当时实在大陈腐而且

大无聊了，同时亦正是中国“破锣丽利呀”运动兴起的时候，有一二社员呢，颇以为应该趁热闹一下，又有一些人呢! 则太不

以为然。于是因为这几种绝不相容的意见，遂激起改组该社之举了。 

改组以后之一八艺社„„亦不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要一面努力于绘画的基础，另一面则趋向于对于人生有关切的艺术

的探讨，即所谓“为人生而艺术”——但并不是“破锣丽妲利呀”的! ——这在现世，是实在需要这种艺术的。„„这是一八

艺社之复兴，亦是真正的有作为的一八艺社，亦即现今的一八艺社的重新的最初的。
⑤
未分化前的“西湖一八艺社”，1930 年 1 

月 2 日至 4 日在上海首次作品展览会，出版《西湖一八艺社展览会特刊》，除序言外特刊中收文三篇，其中两篇的作者龚冰庐

和华汉是“左联”作家。而分化改组后的“一八艺社”也“仍是且永远是以创设之年的‘一八’来命名我们的社”
⑥
。因此，其

最初分歧来自于“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之争，并未直接上升到革命，到普罗( proletariat，即上文中的“破锣

                                                           
④ 于海、肖石《一八艺社迎送致词》，载《文艺新闻》第 15 期，1931年 6 月 22 日。 

⑤ 参见赖荣幸《被遮蔽的林风眠——“一八艺社 1931 年习作展”的若干问题》，载《美术学报》，2009 年第 3 期，第 6 － 10 

页; 辜居一《研读和思考林风眠与上海版画界人士交往的几则史料》，见许江、杨桦林主编《林风眠诞辰 110 周年纪念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第 186 －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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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妲利呀”) 运动。当然此文发表于国立艺专的校刊，行文可能存在“修饰”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八艺社”与“西湖一

八艺社”存有思想与感情的相承之处，“一八艺社”企望的是改组后的复兴; 而“一八艺社”1931 年的习作展览会请林风眠题

字，表明的也是双方当时的彼此认同。 

三、“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与《战时木刻半月刊》 

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 ( 省美工协会) ，1938 年 4 月由朱等发起组织，6 月 19 日在金华正式成立，朱苴苠为理事

长，许炎、李长白等为常务理事。
⑧
1939 年 9 月改组“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会，推定俞乃大、朱苴苠、金逢孙、

章西厓、万湜思五人为常务理事，俞乃大为理事长，并决定成立“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孙福熙任社长，金逢孙、万湜思任

副社长。
⑦
改选时主要关注“今后浙江木运的前途”:“目前木刻运动在浙江，下层基础，虽然有相当的根底，但我们不认它已

达到水准。所以在本届浙省美协理事会改选的时候，特别提出如何开展浙江木刻运动的议案，当时曾经各理事详细的加以讨论，

决定了许多具体的办法。”具体办法主要有 4 项: 第一，举办木刻研究社。因人力、经济、时间的不允许，暂时采取函授的方式。

第二，开设木刻用品社。第三，建立通讯网，举办流动展览会。第四，出版中心刊物及木刻丛书。
⑨
 

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先后出版有 6 种木刻期刊，分别是《画兵》《战画》《战时木刻半月刊》《木刻丛集》《刀与笔》

《力画》。出版刊物的主要目的是遵循“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的成立目标，即“以研究木刻，发扬民族精神，加强抗战艺术

工作，增进宣传效率为宗旨”
⑩
。举办木刻函授训练班和开设木刻用品社正是帮助青年学习木刻、推动木刻运动发展的基本途径。

俞乃大在《战时木刻半月刊》的“开场白”中说道:  

省美协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举办木刻函授训练班和木刻用品社，使有志学习的青年得到一个机会，并且利用这简单工具

和复印的方便来应用于抗战宣传，推定孙福熙、金逢孙两先生为社长，聘定李桦、野夫、万湜思、林夫等十多位木刻家为指导

师，又由张明曹先生负责主持用品社，并且为顾到函授或许对于技巧上发生障碍便又向各地特约了许多导师相辅推进。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浙省木运的发展，会造成全国木运的中心，想到现在这许多报名未来的木刻家底作品，散布到每个乡村角落里去

燃烧每个老百姓的抗战热，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念，收复失地，是不无相当功绩的。
○11
 

《战时木刻半月刊》是在改组成立“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后，为开办木刻函授班创刊的。《战时木刻半月刊》，木刻函

授班编，金逢孙、郑诚之主编。1939 年 11 月 15 日浙江永康创刊，半月刊，发刊至 1940 年 6 月( 第 2 卷第 2 期) ，浙

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社研究组出版发行。曾迁浙江青田、丽水出版。 

《木刻丛集》与《战时木刻半月刊》同日创刊，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办，1939 年 11 月 15 日创刊，浙江丽水，

战时木刻研究社出版。第 1 卷第 1 集至第 4 集分别为《旌旗》《号角》《战鼓》《铁骑》; 第 2 卷计划中的《反攻》《袭击》《决

斗》《歼灭》，仅于 1941 年 6 月出版其中第 1集《反攻》。 

“木刻研究社”成立之后，同时举办“木刻用品社”及“木刻函授班”，这可说是木刻运动以来最完善的一个组织，人材的

集中也最多，对于木运史上的贡献最有意义的，要算这次广泛的普及教育运动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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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研究社“特创设木刻函授班，聘请木刻专家多人，担任指导，研究期间以四个月为一期，研究公式系采取讲义传授及

作品批改，通讯讨论等项，研究课程分主科副科两部”
○13
。木刻研究社组织完善，架构设计“精巧”。其研究科目有:1． 木刻实

习; 2． 木刻创作法; 3． 木刻史话; 4． 示范名作卡片; 5． 素描; 6． 透视学; 7． 构图法; 8． 艺术概论。
⑩
研究社原定

为函授班学员油印讲义和制作示范名作卡片，实际则通过两种期刊及一个“战时木刻用品社”使 8 项科目完整呈现并随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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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极大地增进宣传效率，促进木刻运动的进展。 

《战时木刻半月刊》刊出各科讲义: 野夫《木刻创作法》、新潮《木刻史话》、阿大《素描概述》、张明曹《构图法》、金逢

孙《艺术概论》。受篇幅所限，讲义以连载形式刊登，恰也符合函授教学要求。( 科目 2、3、5、6、7、8) 

《战时木刻半月刊》登载导师的作品并附讲解。随着函授学习的进展，第 2 期起刊载学生习作的批改示例，后增“书面讨

论文选”。《木刻丛集》刊行示范木刻和学生习作。( 科目 1、4) 

木刻实习上一切应用材料工具，则可由“战时木刻用品社”代办。( 科目 1) 

“像这样研究的方式，在中国的木运史上也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
○14
，“木刻研究社”是领先于当时的各木刻团体的，因此

工作开展得异常顺利。木刻函授班于 1939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开班，学员包括教师学生、军队里的政治指导员、政府机关公

务员等，人数从约 30 人增至 100 多人;地域原限浙江，后为两广、川康、黔桂、湘、鄂、皖、赣、闽、浙; 指导区原定金华、

永康、绍兴、丽水四处，因学员人数及地域，又添设桂林、长沙两区，最初导师有朱、李桦等 17 人，后又添聘孙多慈、潘仁

等人。“战时木刻用品社”初设温州，再迁丽水，后改组为“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给合作社”、“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考虑到

战时因素，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社成绩相当可观，尤其是学校木刻普及方面。 

浙江方面，“有几个学校里甚至连年纪很大的国文教员，数理教员也刻起木刻来，学生们一看见木板就抢，买到了一副木刻

刀，好像得到了宝贝一样的快活，而且在他们校内都有‘木刻研究班’或‘美工研究室’等的设立”
○12
。 

树范中学，工作异常活跃，队员约一百余人，作品极多，出版《树范木刻集》。
○15
青田温州中学在金逢孙的推动下，全校除

高中三年不很普遍外，其余每班都教木刻，400 套木刻刀不够分配，又向“木刻用品社”定购 300 套。
○16
浙江省战时木刻研究

社 4 项任务中的“建立通讯网，举办流动展览会”也随之进行。除因以期刊构建起木刻运动的通讯网外，还举办过“七七木刻

展览会”不下 6 次的巡展、温州指导区“木刻展览会”等。 

四、《刀与笔》《画阵》与浙籍艺术家 

《刀与笔》，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刀与笔社编辑出版，1939 年 12 月 1 日创刊，月刊，出版至 1940 年 2 月 25 日

第 3 期后停刊。 

《刀与笔》的开篇《社语: 我们的“新约”》就表明了木刻家等美术工作者在战时的心声:  

第一声 

我们是这样站上了新的岗位: 拿起刀，拿起笔! 

第一个问号 

为什么拿刀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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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简单，“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有什么，便发挥什么，只要它对于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所裨益。我们呢，此刻( 只

说此刻) 怕难得有别的更好的贡献可以捧给祖国的吧，除了有完全的生命力，还有使用熟习的刀与笔。于是我们不以为窳劣地

拿起这现成的武器，也想发扬一点可能有的“火力”。„„ 

我们以木版稿纸作座，刀凿笔枝作炼锤，我们从深藏的脑穴里掘出矿砂，在“艺术”的火炉中熔冶，再熔冶，在“理论”

的冷冽中，为的要求执着的武器更硬朗，为了要求它发出的“火力”更强大!„„
○17
 

 

刀与笔系漫画、木刻、经济、文学、国际和政治的综合月刊。其编辑阵容强大，万湜思、项荒途为木刻编辑，张乐平为漫

画编辑，邵荃麟、绀弩为文字编辑。而作者群体的知名度亦极高:木刻作者有赖少其、李桦、金逢孙、章西厓、陈烟桥、黄新波、

刘建庵、铁婴、徐甫堡、潘仁、顶苦等;漫画作者有叶浅予、陆志庠、廖冰兄、麦非等; 文字作者有恽逸群、金仲华、史沫特莱、

巴金、骆滨基、王西彦、洗群、契若等。 

刊载的木刻中有佳品: 如项荒途《游击生活之一》，西厓《妈妈今年我也去》，野夫《谁使我们逃亡》，李桦《等碰上最后的

一个机会》，新波《城堡之克复》，刘建庵《出发之前》等。 

漫画有叶浅予、陆志庠、麦非、张乐平、叶岗“参加苏联‘中国美展’布画”的作品。张乐平连续两期作《漫画示范》，详

细示范如何画敌寇姿态、敌寇脸谱、敌机，我军与敌军的姿态比较、用刀比较、军盔军帽比较等，对初学者极具实践指导价值。 

《刀与笔》开设两个重要的指导木刻和漫画的理论性栏目: “木刻与木刻理论”有李桦《青年木刻工作者怎样修养自己》，

赖少其《论现阶段木刻运动》，野夫《木刻创作的准备》; “漫画与漫画理论”有赖少其《抗战中的中国绘画》，叶冈《乡村漫

画工作检讨》，汪子美《绘画之战斗性与其战略》，乐天《漫画认识》，黄茅《粤北的漫画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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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是各地艺术家的来信摘编，叙述自己的近况，对刊物的意见等; “木运广播”主要播报各地木刻运动的动态消

息; “编辑室”叙述编辑出版刊物的点滴状况。这些栏目为战时文艺及木刻运动留存了珍贵史料。 

《画阵》，陈振龙、黄振琪主编，1940 年 6 月 15 日创刊，月刊，发刊至 1940 年 11 月 15 日( 第 6 期) 。第 4 期后

由陈振龙主编。浙江永嘉动员委员会教文会出版，画阵社发行。分土纸本和报纸本。 

《画阵》是由《画兵》更名。《画兵》，张明曹主编，1938 年 10 月创刊，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永嘉分会出版，永嘉

抗日自卫会发行，至第 1 卷第 4 期改名为《画阵》。 

《画阵》主要刊载木刻和漫画作品，木刻作者有李桦、赖少其、野夫、俞乃大、林夫、金逢孙、罗清桢、潘仁、沙兵、新

波、葛克俭、张长弓、力群等，漫画作者有陈振龙、张明曹、黄振琪、朱夷白等。 

比较特别的是《画阵》从创刊号至第 5 期连载日本著名漫画家冈本一平著、夔龙译的《漫画家的修养法》，创刊号上还有

日本西孝兵的漫画《敌国漫画家的反战运动》，第 3 期又转载日本《日之出》第 6 卷第 4 号的漫画《敌国的职业荒》。在抗战

期间的浙江永嘉能有这样的视野和文本来源是相当难得的。 

《刀与笔》的编辑队伍中除绀弩外，万湜思、项荒途、张乐平、邵荃麟均为浙籍人士。《画阵》包括陈振龙、黄振琪、王晓

梅、朱夷白、朱君爽、谷义等共有 25 位编辑委员
○18
，绝大多数为温州籍或浙江籍的美术家。 

抗战初期，随着上海等地沦陷，一批浙籍艺术家，如野夫、王良俭、张明曹、张乐平等回到故乡，在浙江金华、丽水、温

州一带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与金逢孙、潘仁、万湜思、项荒途、俞乃大等会合，集聚力量推进木刻运动、期刊出版等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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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与笔》有这样的编辑作者群体及作品，理所当然成为浙江地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的出版刊物之一，“征求基本定户二万

户”，同时也因其政治影响较大，出版 3 期后被当局勒令停刊。而《画阵》则更偏于温州永嘉的地方性刊物，刊载《抗建木刻

漫画展览会》一文是孙诒让之子孙延记载永嘉园图书馆举办抗战木刻漫画展览会，又如《木刻在温州》( 王敏) 和《漫画在永

嘉》( 林成章) 等都对研究浙江战时漫画和木刻极具史料价值。 

此后，随着浙江沦陷，新兴木刻运动渐渐转入低谷，一些木刻家辗转至桂林、重庆、昆明、遵义、解放区等处，继续发挥

自己的作用，部分艺术家则继续留守浙江，坚持自己的使命。 

在抗日救亡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历史需求之下，木刻期刊充实了木刻出版界，使木刻理念、作品、技法流传于都市

和乡村，扩大了木刻运动的影响。木刻版画类期刊以“刀与笔”的木刻武器，从城市到乡村，从战区到后方，构成一幅壮观的

宣传救亡的“画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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