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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作品研究 

包琳
1
 

(嘉兴学院 设计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在西方艺术手法和新文化思潮冲击下,民国时期嘉兴籍漫画创作者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形

成了开放多元的漫画艺术样式,并顺应政治、经济、社会的时代变迁发展而繁荣,构建了时代图像。漫画家们将独有

的文化之韵和艺术之美蕴含于画面之中,传承优秀文化、启迪民智、弘扬真善美、宣传新思想,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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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作为一个画种,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漫画有着独特的创意构思和艺术表现语言,它以夸张、比喻、象征

等手法表达作者的观点与态度,以达到讽刺幽默的效果。[1]清末民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引领及西方艺术思想的冲击下,伴随着报业

的发展、时代与革命的要求,漫画应运而生,尤以苏浙沪一带最为繁盛,也最具代表性。 

漫画家们以一种先知先觉的灵气和使命感促成了民国时期漫画的繁荣发展,他们审视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大事件以及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以其敏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视角,用多种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表现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以最简单、直观、易懂易识的

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其作品大多发表或应用在报纸、期刊杂志、教科书、商业广告等媒介上,起到了启迪民智、宣

传新思想、抨击社会糟粕等作用,其氛围态势蔚为壮观!由此也成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文化艺术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

种独特的艺术景象,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内容。 

嘉兴地处江南的太湖流域,这里不但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而且人杰地灵、文人辈出。民国时期,就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漫画家,

如漫画巨擎沈泊尘、漫画先驱丁悚、抒情漫画创始人丰子恺、漫坛智多星王敦庆、“三毛之父”张乐平、漫坛抗战勇士沈振黄、

百变“牛鼻子”黄尧、漫坛志士米谷等等。[2]他们活跃于当时的上海、杭州、嘉兴等地,以其灵巧的双手、出众的才智、担当的

精神推动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也为中国漫画发展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作品的时代特色 

民国时期西风东渐,新知日增,人们需要一种可以广为传播的视觉表征形式:漫画艺术通俗易懂、图文并茂,顺应时代潮流而

繁荣起来。漫画家们结合时政要点绘制漫画,或开启民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或表达情怀、暗喻社会热点等,以图像构建出了人

们认识、了解社会变革的窗口,因老少皆宜的可读特性而得到很好的发展和传播。根据描绘类别的不同,漫画也常被称为讽刺画、

寓意画、时事画、警世画、纪事画等等。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著名漫画期刊。桐乡沈泊尘及其兄弟于 1918 年 9 月 1 日在上

海创办的漫画月刊《上海泼克》,又名《泊尘滑稽画报》,是中国的第一份漫画专刊,开启了我国漫画专刊的先河,可以看出在五

四运动前夕的动荡时局中,漫画家以作品的形式参与到革命中的态度。[3]创办于 1928年 4月 21日的《上海漫画》杂志,培养和启

迪了一批漫画创作者,也记录了活跃在上海漫画界的嘉兴漫画家张乐平、丰子恺的代表作。同期的《晨报》《时代日报》《社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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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等报纸上,也出现了专门的漫画副刊。[4]嘉兴画家王敦庆创办的《漫画界》由时代图书公司发行,于 1934 年 1 月 20 日创刊,

于 1937 年 6 月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 39 期的《时代漫画》期刊上,刊登了这一时期许多漫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创作细致入微,

用艺术表现社会现实,精妙地描绘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5]
这些期刊杂志的创办,一方面为漫画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一方面也

紧密结合了时政的发展,成为大众了解社会现状的窗口,至今仍是我们了解民国文化的重要依据。 

民国漫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风格,超越了文人画自娱性以及西方画超功利性的审美创作精神,形成了独有

的质朴写实语境。依照服务对象的不同,漫画分为书刊类漫画和商业类漫画。商业类漫画主要用于广告或者宣传画上,用于说明

商品特征、宣传商品功能;书刊类漫画主要以期刊杂志、漫画报、漫画集为载体,配以文字宣传社会时事。 

 

图 1锁上加封 

漫画家们将漫画艺术的创作与现实需要密切结合,形成了具备平民意识、文化传播、信念传播的图像资料。嘉兴漫画家针对

不同社会阶级进行创作,以典型形象绘时代的真实,作品中除了对地域特色的建筑、方言文字、自然景观的阐释和表现以外,还有

一部分创作是以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主题,让人品读起来能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的变迁。丁悚的作品《锁上加封》(图 1)就用这

种暗喻的喜剧手法表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被限制言论自由的无奈,两个手拿毛笔、身穿长衫的文人见面后,发现原来大家是

“彼此彼此”,这种诙谐背后,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现状。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美的认识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个时代的审美特点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大众的审美追求,同

时也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状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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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做人艺术的脸部艺术 

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们以时代照相机的形式为我们记录了普通市井百姓的生活。比如,丰子恺作品中将门前、屋后、街道、

弄堂的场景进行还原,将商贾小贩、街坊邻里、孩童嬉戏的风情刻画得惟妙惟肖。漫画家借景借人借物进行创作,让我们能在鉴

赏中体会到时代背景下的叙事性脉络,同时通过生动真实的画面了解到百姓的生活状态。如黄尧作品《做人艺术的脸部艺术》(图

2),画面中是一个哭笑不得的“牛鼻子”形象,左侧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要会哭,亦要会笑;要会哭里带笑,亦要会笑里带哭;

要哭的时候哭,笑的时候笑;要会一回儿哭了变笑,一回儿笑了变哭;更得会哭得像笑,笑得像哭;尤须会哭不出,还得笑;若逢哭笑

不得之时,偏要能哭笑俱全。”图文同构的画面能让人感受到画家想表达的那种无奈的滋味,寥寥几笔描绘的人物,是黄尧笔下最

经典的“牛鼻子”形象,也是普通小人物的缩影,创作非常贴近生活。 

二、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作品的艺术风格 

(一)创作手法中西结合 

创作手法是指漫画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为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审美情感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民国时期嘉兴漫画

家们在江南传统文化的浸染中成长起来,在绘画上对中国传统的以线造型方法运用得得心应手。与此同时,他们又学习和吸收了

西方艺术绘画中的明暗、构图、透视和用色方法,使作品呈现中西艺术相互交融的新意境。如张乐平的三毛系列作品(图 3),运用

中国线描的表现手法进行外在形象的塑造,同时又采用西方的明暗、透视规律进行形象的具体刻画,使整个画面中的人物、车辆、

动物等都显得更加真实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而黄尧的“牛鼻子”(图 4),则把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该

作品中的漫画人物形象让人们似乎隐隐看到超现实主义大师马格利特的影子,其形象中的简洁明快的线条和夸张的人物表情动

态,以及画面红绿对比色的运用等等,给观众塑造了一个极富幽默诙谐、夸张生动的艺术典型形象。这样的典型形象使大众更容

易接受和喜爱,审美上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这恰是中西艺术创作手法结合所呈现的文化新知、审美创新。 



 

 4 

 

图 3三毛系列 

 

图 4牛鼻子系列 

(二)创作形式多元 

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的创作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全新的现代美学形态,漫画创作中综合了传统书法、绘画、诗词的意蕴,画面

简洁概括、用色主张单纯、清新、朴实,同时笔墨中依旧饱含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绘画笔法,独有一番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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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丰子恺是民国时期抒情漫画的创始人,也是民国时期漫画创作多元化的代表人物。他在漫画理论的总结之作《漫画的描法》

中,直接将漫画概括为:“漫画是注重意义而用简笔的一种绘画。”他的漫画随意取材,画幅短小,故宜于“简笔”;内容精辟,故

“注重意义”[7]。如丰子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图 5)的画面构图采用了西方静物绘画的块面分割,又将我们传统园林艺术空

间表现技法中的借景与对景蕴含在画面之中,让窗外的一树芭蕉成为画面的主体并和屋内的樱桃形成了呼应对比,缭绕上升的烟

雾和窗外飞舞的蜻蜓增加了画面的灵动感,再配以宋词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最后一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形成

了鲜明生动的生活气息,匠心独具,赏心悦目。不得不说画家的创作是精妙的,他的系列作品展示了全新的多元风格,成为了经久

不衰的经典。 

(三)传播媒介多样 

民国漫画发展后期伴随着新兴的木刻艺术以及铜版、石版、照相制版等现代印刷技术的传入,让漫画有了更广泛、更丰富的

传播基础,成为当时大众了解社会热点和文化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和窗口。抗战时期由于纸张奇缺,木刻画曾风靡一时。嘉

兴漫画家沈振黄也拿起刻刀,进行木刻创作。1934 年,鲁迅先生倡导新兴木刻,沈振黄就以木刻爱好者身份写信请教过鲁迅。在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乐平、沈振黄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由郭沫若推荐参加了抗

日救国的“战时服务队”,1937 年到 1943 年间,服务队奔赴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以木刻画、小画报、宣传单、

布画、壁画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2]134

漫画家们审时度势,结合客观现实,以漫画艺术的通俗易懂、适宜传播的多样化形式,

反映了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鼓舞人民的斗志。 

三、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作品的社会价值 

漫画家们通过漫画作品去实现美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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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扬真善美 

美育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风貌,体现着国民的审美水平。
[8]
民国时期,传统文化中

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也在漫画的艺术形式中得以快速弘扬,既承袭传统文化的风骨,又带有面向世界的开明,风范之下,典范存焉,

立民族之根本,树文化之自信,丰子恺的漫画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1922 年,丰子恺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闲暇之余凭

记忆写生,或把平日所喜爱的古诗句用图画表达出来,在“小杨柳屋”的墙壁上四下张贴,这些图画深得同仁的喜爱。[9]其作品《人

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好友朱自清和俞平伯办的《我们的七月》上公开发表以后,便一举成名。在丰子恺的《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图 6)的画面中,呈现出了事物之间的依存对比联系,笔法和情怀是含蓄的,画面的主体思想又是直接并突出的,这种兼容并

蓄的画面展现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求真求美的思想传承,品读起来既能被画面的美感所感染,也能让人思考其中蕴含的客观事物之

间的关联哲理。 

 

图 6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二)宣传爱国、民主思想 

民国时期,漫画艺术从产生到繁荣是一个树状结构,从社会变革、文化多元、新意识发展强烈的根源出发,其中时政交汇点的

影响也很重要,在这个交汇点,有着爱国情怀的嘉兴漫画家们思如泉涌、一触即发,用不同的创作风格和样式对整个民国时期的漫

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与繁荣作用,通过不同画面隐喻新闻,在特殊时期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0]创作出

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社会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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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崇尚成为爱国文化思潮的时代之魂,对于新事物的好奇以及在爱国、民主、科学思想的推崇助推下,

很多思想上的碰撞、融合都在漫画上得以呈现。这一时期漫画创作既是审美上的追求与超越,又是精神上的展现与再造,也是爱

国情怀的宣传和表现。漫坛抗战勇士沈振黄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漫画家、装帧艺术家、绘制政治地图专家,并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他最著名的成就是抗战时期创作的系列漫画“全面抗战画报”,又以刊登在 1937 年 10 月 10 日出版的《救亡漫画》第五

号上漫画《正义的声援》(图 7)最具有代表性。该作品画面饱满有力、气势磅礴,全世界民众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来支援中国的正

义战争,漫画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热爱和平的心声,也昭示了霸权侵略必然会走向灭亡。他的《日寇的末日快到了》(图 8)也是一幅

著名的爱国抗战作品,画面上用线不多,但造型极具视觉的张力和艺术的感染力,用生动的画面语言传达了“玩火者,必自焚”的

寓意,其中蕴含的斗争精神和信念在简洁的画面中越发凸显。爱国漫画家沈振黄的漫画艺术和他的抗战精神在抗战时期鼓舞了很

多的英勇志士,用作品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从本质上彰显了漫画艺术的社会功用。由此也证明,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

才有生命力,才能够成为经典被传颂。 

 

图 7正义的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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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日寇的末日快到了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漫画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发展,漫画家们的作品围绕着不同的社会热点局部深入、全面展开,

构成了一股漫坛潮流。按嘉兴漫画家代表人物、作品特点、艺术风格以及社会价值可归纳为表 1。 

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让民国时期的漫画自产生开始就肩负着宣传新思想的重任,这个时期的漫画,思想和内涵是多方面的,

既有传统文化向真向善向美的传承和发扬,又有全新艺术表现形式的结合,还有开启民智的历史责任感渗透。 

表 1民国时期嘉兴漫画家及其作品特点、艺术风格和社会价值 

作者及年代 作品特点 艺术风格 社会价值 

沈泊尘 

(1889-1920) 

擅画人物，写意、戏剧人物

画 
神情表达精妙 

笔锋直指军阀和帝国主义 

列强 

丁悚 

(1891-1969) 

擅画人物，仕女、佛像，绘

有《丁悚百美图》 
中西兼顾，人物造型夸张得体 描绘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 

丰子恺 

(1898-1975) 
抒情漫画，以小见大 

寥寥几笔，意味深长，中西融

合 

具备很高的思想性、教育性、

审美性 

王敦庆 

(1899-1990) 

漫画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笔

名很多 
简洁明快 

筹办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创

办进步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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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平 

(1910-1992) 
三毛之父 人物刻画人木三分，准确生动 

作品充满鲜明时代特征和 

强烈的平民意识以及人道 

主义 

沈振黄 

(1912-1944) 
抗日漫画 绘制政治地图，开一代新风 抨击时弊，鼓舞斗志 

黄尧 

(1914-1987) 

创作漫画经典形象“牛鼻

子” 
造型简洁，形态多变 宣传抗战，宣扬救亡图存 

米谷 

(1918-1986) 
构思精巧，寓意深远 观察敏锐，对比强烈 

为抗日救亡呐喊，揭露反动派

和侵略者的罪行 

 

嘉兴的漫画家大多是社会发展“壮观景象”中的成员,他们勇敢地承担起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工作,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变革

之中。他们的出现不但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嘉兴地域人文情怀的孕育相联。因为,漫画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人

们的思想和观念,也在审美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视觉载体。他们作品中传达出来的时代特色、艺术风格和社会价值,

对于当时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和作用。研究他们及他们的作品,一方面可以了解与掌握民国时期文化艺术

发展的状态与走向,另一方面更能够梳理完善嘉兴地域漫画文化发展的脉络,丰富嘉兴漫画艺术发展史,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并推动当今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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