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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夕为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相对稳定的

政治环境、连环画自身优势的日益凸显，以及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促进了我国

连环画艺术的第一次繁荣。这一时期，连环画取得了以下成就：其一，题材与内

容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作品，选题面宽，古代、现代和其他题材并存；内容

积极健康，以歌颂现实和表现文学名著为主。其二，形象塑造日趋个性化。这

一时期的连环画注重表现剧本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塑造出了鲜明的有

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其三，构图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突破了新中国

成立前以中景为主的取景手法，适时选取近景、特写和远景，增强了连环画的可

观赏性；在取景角度上，除了采取平视角度外，俯视、仰视，甚至斜视等各个不同

角度构图也在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中大量出现；在构图上，多利用景物的大小、

高低，线条的疏密、曲直，以及明暗的对比变化达到画面繁简、轻重、虚实、动静

的完美统一。其四，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线描和国画手法

比重较大，尤其工笔重彩、水墨、彩墨等传统手法的运用，增加了连环画的民族

特色，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深受欢迎；另外，素描等西洋表现手法在

连环画中也有积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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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灵魂的基础工程师［１］，连环画长

期深入大众，潜移默化地给读者以思想品德上

的熏陶和审美观念上的启蒙教育，特别在少年

儿童德、智、体、美的发展过程中，更是起到了难

以估量的积极影响。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

前夕，连环画获得了快速有序的发展，取得了卓

越的艺术成就。由于经历了“文革”的畸变后

连环画曾再度出现过繁荣，所以本文把新中国

成立至“文革”前夕这一时段称为新中国连环

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张少侠等［２］认为，若干

年之后，在现代绘画史上的这个阶段的绘画成

就，也许不是以油画、国画或版画为代表，倒很

可能是被称为“小人书”的连环画。这一时期

的相关研究理论成果有姜维朴的《连环画艺术

论》，介子平的《褪色的记忆———连环画》，以及

曹新哲的《中国连环画出版研究》等，但在影响

该时期连环画发展的因素与对该时期整体艺术

特征的分析上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鉴于

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影响连环画繁荣的因素、

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环画繁荣的

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艺术之所以能得到

繁荣发展，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稳定的政治环境

文艺政策为连环画的繁荣提供了有效的保

障和有利的发展环境。１９４９年７月，第一次全

国文代会召开，会议将毛泽东于１９４２年《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和文

艺政策，确立为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基

本政策。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为繁荣发展科学和文艺的一项基本方针。这

一方针的提出，促进了新中国连环画艺术的繁

荣发展。

在具体方向及理论支持方面，１９５６年４月

９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姜维朴《要求出版更多

更好的连环画》的文章，该文章体现了政府意

志，明确了政治与连环画的关系，以及国家对连

环画品种、数量、题材、内容和质量等的具体要

求。在组织机构扶植方面，１９５０年１月，上海

连环画作者联谊会成立，会员达到１３０余人；８

月，上海连环画出版业联谊会成立，新旧出版商

达８９家；１０月，上海连环画图画出租者联谊会

成立，会员多达２４５６人［３］。

２．连环画相对优势的凸显

新中国成立伊始，较低的经济起点制约着

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使广大

群众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这种供求不平

衡使得连环画的自身优势得到充分显现。与卷

轴字画等传统艺术形式相比，连环画重量轻、体

积小、方便携带；与电影、电视等相比，连环画虽

然在连续性、故事性、形象性、真实性等方面稍

逊一筹，但由于受当时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

制约，连环画比影视剧制作成本低、产出快、产

量高、消费价格低、方便携带，可以反复阅读。

因此，连环画成为当时大众学习休闲的首选，并

得以迅速普及，及时填补了文化上的巨大空白。

连环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销售情况，是除年

画外任何其他美术形式所不及的，但年画还有

季节性的限制（大都在春节前后），而连环画却

没有。任何时候，只要交通条件允许，在城市或

镇子里，随时随地都可以销售连环画。

３．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连环画创作队伍主要由

专业的连环画家、通过自学走上这一岗位的新

连环画家，以及一些非专业的连环画作者组成。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连环画家自学成才，如贺

友直、华三川、韩和平等，其创作艺术日趋成熟。

与新中国成立前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相比，

新中国成立后专业美术院校和学习班的设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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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连环画家的迅速成长和队伍扩展。一些

专业美术院校的毕业生被分配到出版部门从事

连环画创作工作，如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

分院的丁斌，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的程十发，毕业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贲庆余

等，他们虽然在当时庞大的连环画创作队伍中

占少数，但作为带头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

个连环画创作队伍的素质。另外，贺友直、华三

川等著名连环画家虽然没有进过专业的美术学

院，但都参加过连环画的专业学习班，受过专业

的绘画基本功训练。由于连环画有稳定的出版

社购买，按画幅多少、质量取酬，创作连环画既

可以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又能增加一定的经

济收入，所以很多油画家、国画家也纷纷加入到

连环画的创作队伍中，如国画家程十发、漫画家

米谷、水粉画家蔡振华、油画家黎冰鸿等。

美好的新生活、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使画

家们对连环画创作充满了热情。创作现实题材

作品的画家会到故事发生地考察和写生，如贺

友直为了创作《山乡巨变》，曾多次深入湖南山

区，在农村搜集素材、体验生活；《穷棒子扭转

乾坤》创作者刘继卣多次赴河北遵化建明公社

考察、写生。

综上所述，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连环画自

身优势的凸显，加上热情高涨的创作队伍，促进

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环画艺术的第一次繁荣。

　　二、连环画的第一次繁荣期

新中国成立前，连环画家集中在上海及周

边地区，如当时著名的连环画家四大名旦（钱

笑呆、沈曼云、赵宏本、陈光溢）均在上海。新

中国成立后，连环画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势头强

劲，欣欣向荣，连环画的创作和出版出现不断扩

大的趋势，连环画家也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并

蔓延至全国各地。这一时期流传有“南顾北

刘”（顾炳鑫、刘继卣）的说法。另外，较出名的

连环画家南方还有宁波的贺友直、绍兴的王叔

晖、湖州的丁斌曾、无锡的范生福、江苏的钱笑

呆、福州的林锴，北方则有天津的王弘力、吉林

的韩和平、辽宁的王绪阳、河北的贲庆余等。连

环画家的扩散趋势反映出连环画在全国各地有

极大的影响力，呈现全面繁荣的状态。

在连环画出版方面，１９５０年，文化部艺术

局成立了大众图画出版社，主要出版连环画、年

画等通俗读物。１９５１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

京成立（大众图画出版社并入其中）。１９５３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了专门从事连环画编辑出

版工作的连环画册编辑室。而连环画的大本营

上海，于１９５２年成立了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

（后改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并专门设立了

连环画编辑室。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华东人

民出版社、新美术出版社也都相继开展了连环

画的编创工作。１９５２年以后，上海市人民政府

先后将１９０家私营出版机构加以整顿，并入新

美术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全国最大的连环画出版

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它是由华东

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美术出版社合并而成的。

同时，东北画报社（后改为辽宁美术出版社）、

河北大众美术出版社（后改为河北美术出版

社）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都把出版连环画作

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

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５家出版社构成了当

时强大的连环画出版群体。另外，还有少年儿

童出版社、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

社、天津少年儿童美术出版社和黑龙江美术出

版社等也积极加入连环画的出版工作。江苏

省、湖北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

（市、自治区）的连环画出版工作也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如江苏省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的连环画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数量逐年增加，题材范围

也不断扩大。１９５３年连环画的成版仅有６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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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数只有８６万余册，１９５７年增至８１种，印数

增至２０６５万千余册［４］。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政府

把发展新连环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其间各出

版社共出版了１万多种连环画，总印数达２．６

亿册，规模空前。在画报的出版方面，人民美术

出版社于１９５１年６月创办了《连环画报》，这是

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连环画刊物，成为连环画

出版的又一重要阵地。《群众画报》《天津画

报》《内蒙古画报》等地方画报的连环画作品也

深受大众好评。

　　三、连环画第一繁荣期的艺术成就

为了鼓励连环画编创人员多出精品，“文

革”前，我国曾经举办过多次评奖活动。１９６３

年，文化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了第一

届全国连环画评奖活动，获奖的８０多部作品，

是从各地推荐的２０００多部连环画中脱颖而出

的。本文以第一届全国连环画的获奖作品为主

要研究对象，结合连环画艺术第一繁荣期的其

他优秀作品，如华三川的《白毛女》、温勇雄的

《日出之前》等，对该时期连环画取得的艺术成

就进行梳理。

１．题材内容日趋多样化

与新中国成立前的连环画创作相比，第一

繁荣期的连环画之题材和内容日趋多样化。这

种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国家对连环画给予的专

门性指导意见。１９５５年 ７月 ２７日，《人民日

报》发表了《坚决地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

书》的文章，提出要采取措施禁止租赁淫秽荒

诞的旧小说、旧唱本、旧连环画、旧画片等。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连环

画应加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指出优

秀的年青连环画工作者必须加强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和文艺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与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现实题材的连环画在当时日益流行

起来。

从第一届全国连环画的获奖作品来看，第

一繁荣期的连环画在题材与内容选择方面主要

包括两类：一是选择现代题材进行创作，内容以

反映社会主义好、歌颂新时代为主，还有反映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人民代表选举等领域

涌现出来的众多新人新事和国家大事［４］的内

容；二是选择古代题材进行创作，内容不仅有文

学名著、名人传记、戏剧故事，还有童话、神话故

事等。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获绘画奖的５３

件作品中，国外题材及其他约占８７％，古代题

材约为２７６６％，现代题材所占比例最大，约为

６７．３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连环画选题面

宽，古代、现代和其他题材并存；内容积极健康，

以歌颂现实和表现文学名著为主。

２．形象塑造日趋个性化

较之新中国成立前，第一繁荣期连环画形

象塑造日趋个性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作者注

重表现剧本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不仅

使人物在外貌上有所区别，而且在故事情节的

发展中用连续的画面把人物的个性逐步确立起

来，从而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鲜明形象，如

《白毛女》中的喜儿、杨白劳和黄世仁，《山乡巨

变》中的亭面糊和龚子元，《李双双》中的李双

双和喜旺，《鸡毛信》中的海娃等。

例如，华三川创作的《白毛女》中，喜儿接

过大春给她买的红绒花，又害羞又甜蜜，她温柔

地垂下眉眼，用手挡住嘴巴微笑，含蓄地表达出

少女的喜悦和情窦初开（见图１）；喜儿被关在

磨房里，张二婶给她送面汤来，喜儿两眼直瞪瞪

的，露着难忍的悲痛和仇恨之情，磨难使热情鲜

活的少女神情沮丧，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望（见

图２）。

３．构图日趋多样化

构图指画家对画面形象的安排调度，即传

统绘画的经营位置，被视为“画之总要”。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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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华：中国连环画第一繁荣期的成因及艺术成就

图１　《白毛女》连环画之一（华三川）

图２　《白毛女》连环画之二（华三川）
画的构图处理要兼顾画面的故事性、连续性等

多个方面，极为重要。

在取景距离上，近景和特写可以细致地揭

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景有利于详尽地交待人

物之间的关系，远景有利于渲染画面氛围。第

一繁荣期的连环画，突破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中

景为主的取景手法，适时选取近景、特写（见图

３）和远景（见图４），增强了连环画的可观赏性。
在取景角度上，除了采取平视角度外，俯

视、仰视甚至斜视等各个不同角度构图也在这

一时期的优秀作品中大量出现（见图５）。俯视
的运用使得观众的视线顺着占据画面中心的人

物———龚子元的堂客，自然落到了隐藏在暗处

的主角———龚子元———的身上。

图３　《日出之前》连环画（温勇雄）

图４　《山乡巨变》连环画之一（贺友直）

图５　《山乡巨变》连环画之二（贺友直）

　　在构图上，此期的作品多利用景物的大小、

高低，线条的疏密、曲直，以及明暗的对比变化，

达到画面繁简、轻重、虚实、动静的完美统一。

如贺友直创作的连环画《李双双》就是利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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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疏密变化造成画面的繁简对比（见图６）。
在图６中，从左至右依次出现了大面积的空白
墙壁、细碎密实的花布门帘儿、双双的花衣裳、

空白墙壁，这种“空、实、空”的处理使画面虚实

对比强烈，节奏感凸现，加上繁密的花纹颇具装

饰美感，视觉冲击力较强。

图６　《李双双》连环画（贺友直）
４．表现手法日趋多样化
根据对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获奖作品的统

计，线描和国画手法占较大比重，其他手法也有

积极的尝试，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其中，线描占

到的比例约为７７．７８％，国画手法（水墨及彩墨
等）约占到８．３３％，西洋手法（素描、水粉、油画
等）约占到１３．８９％。

在连环画的第一繁荣期中，线描是在继承

传统绘画表现手法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素描对

人体结构的把握，用粗细、长短、软硬不同的线

条甚至线条的顿挫来表现人体骨骼和肌肉的变

化，将中西绘画表现手法相结合，以加强线条的

功能性，如贺友直的《山乡巨变》、韩和平和丁

斌曾的《铁道游击队》、刘继卣的《穷棒子扭转

乾坤》等，都大量使用了线描的表现手法。当

然，不同画家的线描有不同的特色，如贺友直取

法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陈老莲《博古叶子》《水

浒叶子》的创作手法，线条匀净细劲，概括性

强；长线连贯的较多，且一般圆滑没有明显的轻

重变化，而短线则顿挫明显。王叔晖则运用了

“兰叶描”与“界画”的手法，线条圆润流畅，富

有传统意味。

除线描外，连环画第一繁荣期中还有很多

作品采用了工笔重彩、水墨、彩墨等创作手法，

这些传统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连环画的民族特

色，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深受大众欢

迎。工笔重彩连环画线条流畅，色彩厚重艳丽，

画面工整细腻，如华三川的《白毛女》、王叔晖

的《西厢记》、刘继卣的《武松打虎》。在连环画

《白毛女》中，华三川综合使用了多种传统国画

的勾线方法，有的线条类似钉头鼠尾描（中国

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但起笔重，钉头

不明显。这一时期连环画的染色手法则继承了

传统国画以墨色打底的染色方法，并加入了西

洋素描的明暗关系，达到了中西结合的色彩处

理新境界，墨色染得透彻、有层次、润泽稳重，彩

色的罩染亮而不生。水墨连环画则发挥了中国

传统绘画工具———笔、墨、宣纸的独特功能，线

条流畅，墨色淋漓，画面层次因墨色的变化而丰

富厚重，意境深远，如姚有信、姚有多、杨丽娜创

作的《革命的一家》等。

另外，连环画第一繁荣期还有西洋表现手

法（素描等）在连环画中成功应用的范例。素

描连环画讲究造型的精准生动、人体结构动作

的准确。其主要利用黑白灰关系以拉开画面层

次，使画面厚重而有空间感，如顾炳鑫的铅笔素

描连环画《蓝壁毯》《渡江侦察记》（见图７），华
三川的钢笔素描连环画《交通站的故事》（见图

８）等。华三川是我国采用钢笔画法较早的一
位连环画家，也是掌握这种表现形式最好的画

家之一，他的作品不需要看署名就可以辨认出

来，颇有铜版画效果。其创作的《交通站的故

事》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这

正得益于画家对钢笔素描这一中西结合表现手

法的娴熟运用。钢笔画素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

的素描，钢笔硬笔的独特属性使其能在画面处

理中突出明暗灰层次，对比效果更强烈；画家可

根据画面需要调整黑、白、灰关系，用线条疏密

（下转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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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渡江侦察记》连环画（顾炳鑫）

图８　《交通站的故事》连环画（华三川）

组成适合主题需要的韵律和情调。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６年前后连环
画艺术的第一繁荣期为连环画以后的发展储备

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连环画艺术的再度繁荣

积聚了力量，也树立了标尺，这对此后的连环画

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承继和借鉴意义，有助于

推动连环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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