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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木刻副刊是抗战时期木刻运动与新闻联手的产物。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

活泼的内容，短小精湛的宣传方式，不拘一格的反映抗战木刻运动的发展，深受人民大众的

喜爱=把握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地区木刻与报纸的发展，对抗战时期报纸上的木刻副刊

梳理、整理，为研究抗战木刻与报刊奠定史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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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新闻传媒日趋活跃。随

着上海、南京以及武汉的先后沦陷，《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扫荡报》《时事新报》《

新华日报》等国内重要报纸纷纷内迁重庆。与此同时，同属大后方的成都也与之遥相呼应，《华西日

报》属当地最为活跃的报纸。

对抗战时期重庆《商务 H 报》副刊《抗战木刻》，《国民公报》副刊《木刻研究》、《木刻专页

》、《国民副刊-美术之页》，《新蜀报》副刊《木刻专页》、《半月木刻》，《新华日报》副刊《抗

战木刻》梳理研究后，将视野转向大后方成都地区。就数量而论，成都报纸最多时达 14 家，后很多因

经费等原因停刊，其中《华西日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建国日报》《党军日报》《中央

日报》《华西晚报》《成都晚报》在战时坚持每日出版。就目前资料显示，成都《华西 U 报》是当地

最为活跃的报纸，曾开辟《华西漫画》《木刻专页》美术副刊及展览特刊，对抗战木刻尤其关注。

一、成都《华西日报》副刊《木刻专页》

《华西日报》1934 年 3 月 15 日由刘湘创办，1938 年以后由省政府出资办报，在王与白、罗忠信

、甘鉴斌担任社长期间，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委以重用，该报注重报道大后方各种动态。四十

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因受限无法大量发行于成都，《华西日报》更改电讯刊登

，与此同时，创办了《华西晚报》接受共产党领导，也因如此，《华西日报》被迫改组，人事变动，

发行量陡降。几经反复，最终于 1949 年停刊。

《木刻专页》是抗战时期在成都《华西日报》发行的木刻副刊，于 1938 年 9 月 4 日创刊，直至 1938



年 10 月 27 日，共发行三期。第一期作品:《三江好》（舞台画面）、达化的《行军》、方菁的《高尔

基》；文章：大化的《发刊词》、毅然的《欢迎全国木联展兼论木刻中国化》、荆荣的《闲话木刻》

。第二期作品:左诗的《孩子，在斗争中长大起来》、大化的《工余的功课》、何以的《向敌人冲去》

；文章:何以的《我的木刻画》、毅然的《木刻中国化》、王大化的《木刻之大众性》；消息:《喜欢

木刻的朋友注意》。第三期作品:何以的《游击队的袭击》、郭荆荣的《鲁迅先生像》；文章:赵越的

《木刻运动的当前诸问题》；消息:《代邮》。其中包括木刻 8 幅，理论文章 7 篇，副刊中以王大化、

郭荆荣、何以的作品和文章居多。抗战爆发后，王大化先后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工作，1938 年身

为成都市区委书记的他创办木刻讲习班，以木刻工作为掩护做地下工作，该刊即是他创办。

从木刻作品来看，均表现了抗战木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宣扬抗战救国为主题，其中有刻画前方

战场及战士英勇抗击的《向敌人冲去》《行军》《游击队的袭击》，展现了战士们英勇抗敌保卫国家

的无畏精神;有描绘后方民众生活的《工余的功课》《孩子，在斗争中长大起来》，体现出后方民众关

心战事，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从理论文章来看，均探讨当时国内木刻发展趋势和以后发展中需改进的地方，其中《欢迎全国木

联展兼论木刻中国化》和《木刻中国化》两篇文章分别在第一、二期展开了对木刻大众化、中国化的

讨论。可以看出，木刻副刊在战时不仅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也是木刻家讨论的阵地。《欢迎全国

木联展兼论木刻中国化》指明了木刻以便于复制，易于传播成为战时宣传的武器，木刻大众化应避免

庸俗化，努力将木刻“中国化”而非一位模仿或保守创作。《木刻中国化》指出，大众化的目的是让

人明了更易让人看懂，既然作为宣传武器不必拘泥于中国化上，而应该注重普遍性，让观者看懂。同

期《木刻之大众性》也指出，每个时代都会有相应的艺术产生，而在和敌人抗争保卫家乡之时，需要

一种最强烈、最现实、最简单的艺术，木刻黑白强烈对比，强力的线条是独有的表现技法，工具简单

便宜，表现力强，便于印刷，制作时间短，表现的是最强烈、最现实、最简单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就

是大众的。

《木刻专页》的创办应与 1938 年后《华西日报》的改组有关，中共党员在报社得到重用，使得中

共支持的木刻得以在成都报纸上发挥积极的宣传作用，虽然时日不长，副刊确实成为了成都木刻工作

者新的聚集地，同时，为木刻运动迅速在成都的开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开辟了木刻运动在成都的一片

天地。

王大化在《木刻专页》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提到：“为了便于木刻运动迅速的在这后方开展起

来，我们除了这个木刻专页，借这个机会做些介绍和联系的工作，而同时可以跟了报纸流到我们的能

力达不到的地方，叫那儿的一朿的工作者们跟我们联络起来。”

此外，同属成都地区的《新新新闻》《过难三日刊》亦是注重利用副刊宣传抗战的报纸，与《华

西日报》不同的是，它们善于利用诙谐、讽刺的漫画作为宣传武器。1937-1945 年间，《新新新闻》开

辟了《每周漫画版》、《一周漫画版》、《四川漫画》、《四川美术》、《新艺坛》等五大美术副刊

，同时不定副刊登展览特刊。



二、《华西日报》副刊《木刻专页》意义

《木刻专页》副刊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阵地。副刊以印刷再现的形式集中了木刻作品，木

刻利用副刊为载体，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更大地发挥其宣传性。使报纸与木刻在全民族救亡图

存目标下的一致奋斗中结成亲密战友，筑造了一片独具特色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地。

《木刻专页》为木刻运动搭建了理论平台。抗战时期木刻运动对理论的急迫需求是木刻工作者的

重要任务，为完善木刻理论体系，副刊即成为了重要的平台，木刻副刊成为木刻理论研究、探索的重

要论坛。抗战木刻运动的组织者也通过这个平台，让广大民众了解抗战木刻运动发展的情况并听取来

自社会各阶层的反馈意见。理论指引实践，战时木刻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木刻文论，木刻文论鞭策木刻

创作的成长，总结木刻发展的规律，展望木刻发展的前景，指出木刻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思想

的活跃推动创作的发展，理论的指向引领实践的前行。

《木刻专页》开辟了对外交流的窗口。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得以

凸显，国际间的交往也逐渐频繁，其中木刻副刊便成为了中外美术交流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

国内外社会各界一方面看见中外艺术家在反法西斯的共同事业中团结一致的战斗，另一方面也看见中

外艺术家通过交流合作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的贡献。

另外，在对抗战时期重庆木刻副刊整理过程中，一方面，将其系统的梳理归类，便于为今后相关

课题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从作品和文字中体会真切感人的历史，以及木刻

与副刊相得益彰的辉煌。抗战时期的木刻副刊鲜活的记录了这场中国美术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同时

，战时木刻与副刊的联袂也为当代中国美术及副刊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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