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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漫画副刊整理与研究 

郭洋 姜晶 张怀玲 

【摘 要】：全民族抗战时期，大后方漫画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漫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

反映了社会现状，深受民众喜爱。与此同时，重庆报业界和漫画界联手创办副刊，以报纸为媒介刊登漫画，不仅发

挥了宣传抗日的重要作用，也为抗日战争的美术史谱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抗战时期 重庆 漫画副刊 

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重庆不仅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中心，同样肩负起领导文化之责。大

批文化志士内迁，使得重庆文化事业迎来大发展。作为抗战宣传的助推器，重庆各大报刊中出现的美术副刊走进民众的视野。 

通过对抗战时期美术文献的查阅得知，抗战美术多以木刻与漫画出现频率最高，战时在重庆发行的《时事新报》《国民公报》

《商务日报》专门开辟漫画副刊，以漫画与报纸的结合，展示大后方漫画运动，以号召全民族抗日。 

一、《时事新报》 

《时事新报》前身是《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39 年下半年，报社改组。该报着重宣传国共合作,宣传团结抗战、民主

宪政。1939年 12月 9日其在《本报卅一周年今后》写道：“当长期抗战的今天，本报自信是以公平和平的国民立场，拥护政府

贤明的国策，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正确领导……”。 

在 1939年 5月至 8月重庆遭到大轰炸，各报社址遭到破坏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新蜀报》

《商务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民报》《西南日报》等 10 大报奉命联合发行《重庆各报联合版》。《时事新

报》的印刷器材较当时的其他报社先进，因此承担了“联合版”的编辑、印刷、发行等重要工作。它出至第 99期停刊，各报亦

陆续复刊。 

《时事新报》副刊《漫画两周刊》 

1939年 12月 10 日创办《漫画周刊》，两期后改名为《漫画两周刊》，直至 1940年 6月 23日，一共 14 期。《漫画周刊》由

中华全国漫画抗敌协会主办，这也是“中华全国漫画抗敌协会”到重庆主办的第一个漫画副刊。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的

前身是 1937 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1940 年 10 月，“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总会由桂林迁到重

庆。1939年底，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从桂林到达重庆。1940年元旦，由漫画宣传队举办的“新年抗战漫画巡回展览会”在

市区街头出展，受到重庆市民热烈欢迎。三个月后，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开始担任第九期至第十四期的主编，这是“漫画

宣传队”继主编《国民公报》副刊《漫画版》后又一次主编漫画副刊。 

《漫画两周刊》包含内容有：文章、漫画、木刻、素描，同时不定期刊登消息和本刊启示。 

1939年 12月 10日第一期《漫画周刊》有《发刊词》、黄茅的《漫画是什么（上）》；漫画：廖冰兄的《用抗战来争取国际的

援助》，刘元的《胜利的笑》；木刻：同衡的《扑灭破坏团结的毒虫》；丁聪的《蒋委员长像》；《消息一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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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 12月 17日第二期《漫画周刊》有黄茅的《漫画是什么（下）》；漫画：特伟的《对地宣传漫画两张》，廖冰兄和新波

的《战争中的另一面》；木刻：同衡的《中途的悲哀》，陆志庠的《汪精卫救国，救的是日本，不是中国》；素描：未林的《孔副

院长》。 

 

1940年 1月 14日第三期《漫画两周刊》有宣文杰的《漫画流动展览在北郊》，杨诃的《谈绘画工具》；漫画：陆志庠的《笨

拙的日本外交》连环漫画两幅和《寒衣献将士》、文杰的《公债亡国的倭寇》；素描：丁聪的《家》。 

1940 年 1 月 28 日第四期《漫画两周刊》有漫画：黄茅和未林的《把春礼献给壮丁新兵》，廖冰兄和其少的《把一切献给抗

战》，越舆的《慰劳负伤战士》，黄茅的《多送一份礼物，多增一分抗战力量，多杀一个敌人》；另附《各地消息报道》栏目。 

1940年 2月 11日第四期《漫画两周刊》有黄茅的《谈门神》，太谷的《读凯绥·珂勒惠支画册》；漫画：廖冰兄和新波的《危

崖暗壁》，宣文杰的《汪逆的卖国姿态》，特伟和新波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同衡的《总理的叛徒——汪精卫》；另附《各地漫

画同志大鉴》消息一则。 

1940 年 2 月 25 日第六期《漫画两周刊》有黄茅的《战时的日本绘画（上）》，王乐天的《明初的一张讽刺画》；漫画：张光

宇的《打气》，黄茅的《空室清野》连环漫画六幅。1940 年 3 月 17 日第七期《漫画两周刊》黄茅的《战时的日本绘画（下）》；

漫画：林道安的《桂南之敌》，张光宇的《日寇在沿海的跳跃》；转载《汪逆的报纸往哪里销》；另附《小消息》栏目。 

1940 年 3 月 31 日第八期《漫画两周刊》有韩尚义的《西北的漫画运动》；漫画：陆志庠的连环漫画六幅、黄茅的连环漫画

六幅；另附余所亚编辑的《漫画点滴》栏目。 

1940年 4月 14日第九期《漫画两周刊》有大维的《日寇之末日》，梁中铭和仲纲的《徒有其表的新攻势》；木刻：李桦的《休

憩》；另附《各地消息报道》栏目及启示一则。 

1940年 4月 28日第十期《漫画两周刊》有余所亚的《由漫画说到一切绘画的进展》；漫画：特伟的《喝血虫》，戴维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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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买下的血的种子今天长成了》，陆志庠和黄茅的《猴子戏》；另附《消息汇报》栏目。 

1940 年 5 月 12 日第十一期《漫画两周刊》有黄茅的《谈连系漫画》《介绍漫画》；漫画：狂涛的《严防这只贪婪的手》，高

禾的《五月的血瘫》和《站在饥饿线上的敌人》；木刻：□□的《难民》。 

1940年 5月 26日第十二期《漫画两周刊》有：余所亚的《为民主而战斗的画杰杜密俟》；漫画：特伟的《一手造成》，大维

的《一家数口》，未林的《□□祈求与你们的并不多，请多少捐一点吧》；另附《编后话》。 

1940 年 6 月 9 日第十三期《漫画两周刊》有杨诃《鸭子不会淹死》，黄茅的《仍需讽刺》；漫画：特伟的《日空军，中国空

军》；木刻：新波的《射击手》，韩尚义的《收获》和《救获》；另附《抗战漫画》复刊号要目。 

1940年 6月 23日第十四期《漫画两周刊》有廖冰兄的《把握住新问题》，王乐天的《关于题材》；编者根据刘沄来函节录的

《上海漫画界近况》；木刻：高禾的《孤军奋战》，克平的《巩固团结，谨防诱降》；漫画：黄茅的《名实榨取的经济互惠》；另

附启示一则。 

《漫画周刊》版式安排均衡，图文并茂，不定期刊登漫画界消息供读者参阅。虽名为“漫画”，但从作品类别来看，既有

漫画又有木刻；从作品形式来看，既有单幅又有连环漫画或木刻；从作品内容来看，既反映前方战况，又展现后方民众生活。

它的理论文章涵盖范围广泛，漫画与其他美术文论并存，涉及漫画技艺、漫画作品、漫画今后发展形式以及国内外画家介绍等

方面。有关漫画运动的文章主要针对战时漫画运动的开展和战时漫画的任务。如第七期刊登的《西北的漫画运动》和第十三期

刊登的《仍须讽刺》等文章。 

二、《国民公报》 

1910年 12月 17日《国民公报》在成都创刊，1936年 8月 1日迁至重庆。该报侧重金融和经济，特殊时期大力宣传抗日救

国。在抗战时期重庆报业中，《国民公报》是开辟美术副刊数量最多的，尤为关注抗战美术，是抗战美术文献研究代表性的报纸。 

抗战时期，《国民公报》一共办了四个美术副刊：《木刻专页》《木刻研究》《国民副刊——美术之页》《星期增刊——漫画版》。 

《国民公报》副刊《星期增刊——漫画版》 

《星期增刊——漫画版》于 1940年 1月 21日创刊，至 1940年 4月 7日停刊，共出了 6期，由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主

编。作为重庆最早的漫画副刊，内容以漫画及相关文章为主，不定期刊登《出版界消息》，介绍当时行业内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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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1月 21日第一期有作品：新波的《巩固团结肃清奸伪》，特伟的《敌寇米内新阁的危机》，志庠的《服兵役》两幅，

廖冰兄、仲纲的《募寒衣》三幅；文章：黄茅的《连环漫画》。 

1940 年 2 月 4 日第二期有作品：韩尚义的《省吃又省用，前线去慰劳》，黄茅和志庠《后方同胞踊跃赠送春礼劳军》《凯旋

回来同欢乐》《替抗战将士家属送米粮》；文章：孟宇场《桂贵川间的漫画宣传》。《出版消息》栏目则报道美术界出版消息。 

1940 年 2 月 18 日第三期有作品：文杰、未咏的《难再支撑》，韩尚义的《努力春耕》，特伟、少赏的《日暮途穷的敌寇》，

未署名的《日本民众的血汗敌寇侵略的原料》；文章：黄茅的《关于目前的漫画运动》。 

1940年 3月 3日第四期有作品：韩尚义的《伤兵之友》，刘元《时间的祭品》，建安《揭破日本的真面目》，严露明、黄茅《有

缸无米的日本人民》；文章：孟宇场《学习漫画的开始》，佚名者的《威尔台逊的漫画生活》。 

1940 年 3 月 17 日第五期有作品：韩尚义的《把孩子送到保育院去》，特伟的《勿做无谓牺牲》四幅系列漫画；文章：叶岗

的《关于乡村漫画工作》。 

1940 年 4 月 7 日第六期有作品：汪子美和刘元共同创作的《发挥民众的力量》系列漫画，韩尚义的《前途茫茫》。《漫画界

消息》栏目报道三则消息。 

《星期增刊——漫画版》共刊登 6 篇文论，涉及漫画的学习，漫画家的介绍，漫画宣传等内容。刊登的作品数量比重大，

除了单幅的，还有连环漫画。作品内容也都反映战况和战时民众生活，形式生动，具有讽刺意味。丰富的内容和简单的形式使

得漫画在抗战宣传中受到民众欢迎。 

三、《商务日报》 

1914 年 4 月 25 日，由重庆市总商会出资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创刊。1939 年 5 月 6 日，因受大轰炸影响，房屋、

设备被毁，与重庆 9大报共出联合版 99期，直至 8月 13日复刊。《商务日报》在不同时期中，由于主持者特别是副刊主编的不

同政治态度和文化取向，对木刻和漫画运动所持态度也大相径庭，呈现出两头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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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日报》副刊《星期漫画》 

《商务日报》副刊《星期漫画》由星期漫画社主编，1945 年 6月 3 日至 1946年 2月 5日，共计 35 期，每周一期，直到全

国漫协迁返上海才停止出版。据第一期“编者小启”讲述，原本该副刊应于 5月 27日刊出，却因故延迟一周出刊，且有四幅漫

画无法刊出。《星期漫画》副刊包括三个部分：作品、文章以及不定期刊登消息的《漫画人事》栏目。 

1945年 6月 3日第一期有作品：石东的《假凤羽·飞马》，叶浅予的《旅印速写之一》，一丁的《鼓舞欢欣》，张文元的《人

道》；文章：林垦的《漫画与蚀版》。《漫画人事》则刊登有关漫画活动与漫画家的消息。 

1945年 6月 10日第二期有作品：张文元的四幅系列漫画《国彩》，余所亚的《敌人向他投降》，叶浅予的《旅印速写之二》；

文论：林垦的《西洋漫画家对中国漫画家的影响》，石东的《画余小感》。 

1945 年 6 月 17 日第三期有作品：高龙生的系列漫画《求官入门》四幅，张文元的《该死的东西，把我的轮胎搞糟了》，廖

冰兄的《夜梦图录之一》；文章：黄茅的《漫画上的笔与墨》，石东的《毕加索的幽默》，丁正献的《论新旅派》。《漫画人事》刊

登了漫画活动与漫画家的消息。 

1945年 6月 24日第四期有作品：陆志庠的《无家可归》《独轮车》，廖冰兄的《尸甦与胎杀》，江敉的系列漫画七幅；文章：

黄茅的《怀志庠》，石东的《画余小感》。《漫画人事》刊登有关漫画活动与漫画家的消息。 

1945年 7月 1日第五期有作品：林浪沙的《玉碎决策》，张文元《民主二题》两幅，石东的《卫生》，廖冰兄的《鸦颂》，黄

墅的《取水新发》四幅；文章：林垦的《镜子与鞭子（上）》，赵尧的《漫话连篇》。《漫画人事》刊登有关漫画活动与漫画家的

消息。 

1945年 7月 8日第六期有作品：黄茅的《战争必从发生的地方结束》，张光宇的《他还在打气哩，快□破他》，美国的 Coian

《威扬在东京上空》系列漫画六幅，张文元的《渔，樵，耕，哭》系列漫画四幅，同衡的《纪念七七要……》；文章：赵尧的《漫

话连篇》，洛平的《非非漫画展简评》。 

1945 年 7 月 15 日第七期有作品：一丁的《且看他法术如何》，廖冰兄的《蜗姤》，张文元的《较场口人物》，石东的《小处

着手》，同衡的《已被带往天上远离了人间》；文章：林垦的《镜子与鞭子（下）》。 

1945 年 7 月 22 日第八期有作品：同衡的《热烈讨论的参政会会场一瞥》，张文元的《还政于民的重大表演》两幅，高马得

的《声音和剪刀》，周荣的《背时的因他获罪》，黄墅《有办法的因他发财》；文章：大为的《论纯粹漫画》《三位一体的漫画家》。 

1945年 7月 29日第九期有作品：叶浅予的《不堪回首画当年，普选代表如这般》系列漫画四幅，宣文杰的《这是所谓总动

员吗》，叶苗的《非官非商亦官亦商》，周荣的《舌头主义者》，美国 M.ZORNES的《母与子》；文章：丁正献的《介绍美名画家琼

斯》，蕾文的《漫画人物史话（一）》。 

1945年 8月 5日第十期有作品：高马得的系列漫画《法律法术》四幅，石东的《太平无事》，叶浅予系列漫画《有钱自有帮

闲客，无酒便无被选权》四幅，王琦的木刻《越蠢越高贵，越懒越值钱》；文章：蕾文的《漫画人物史话》，马叶译高尔基著的

《漫画三重奏——科克灵尼克斯》。 

1945 年 8 月 12 日第十一期有作品：同衡的《黎明》，石东的《几家欢乐几家愁》，黄墅《莫辜负珍贵的友情》，署名为旁观

者的《我们胜利了》，署名为一两存主户的《安如泰山物价难平》《金融圈内》系列漫画三幅；文章：所亚的《漫画碎拾》，林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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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时事漫画》，蕾文的《漫画人物史话》。 

1945年 8月 20日第十二期有作品：廖冰兄的《逆诛》，石东的《胜利逼人》，张文元的系列漫画《胜利前进》四幅，高马得

的《聪明的唯一要求》，同衡的《庆祝胜利》，宣文杰的系列漫画速写《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夜——重庆街头》四幅；文章：《紧接

抗战胜利》，蕾文的《胜利日，漫画家》。 

《星期漫画》在抗战胜利之后继续出刊了 23期，至 1946年 2月 5日第三十五期终止。 

1945年，全国漫画杂志被禁止发行，《商务日报》成为在渝漫画家的阵地。沈同衡带领星期漫画社创办了《星期漫画》副刊。

该刊配合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 

四、结语 

抗战漫画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以抗战救亡为主题，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此时的漫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

关注。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展览、报纸的宣传而被人们所知，且深受欢迎。这不但为漫画工作者提供了抗战救国的平台，

而且更为团结大众，激发抗战情绪作出了贡献。报纸与漫画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是史无前例的。历史造就了它们在 20 世纪 30 年

代末至 40年代的结合，宣示了“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意义，也为新闻界和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