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仅仅是“情怀市场”

“大连环画”
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用图画

讲时代故事

连环画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它几经辉煌与
波折。进入新世纪，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作为纸本
出版物的连环画遭遇边缘化，市场逐渐萎缩，创作与
出版陷入困境，站在时代新的节点，连环画的发展无
疑进入一个新阶段。

人民美术出版社是新中国连环画创作生产的重
镇，陪伴了数代人的童年。作为中国连环画出版事业
的发源地，72 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担负着弘扬民族
传统文化、普及大众文艺美育的重要责任。身处传统
文化与现代科技大碰撞、出版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节
点，如何接好这一棒，履行时代所交付的新使命？人
民美术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周伟认为，最关键的是
连环画如何更喜闻乐见，这是连环画人的责任。

在周伟看来，连环画作品要具有永恒生命力，连环
画的独特魅力亟待更好地发掘。首先，在所有出版物
中，它是图文结合、图文并重的最好形式；其次，比起绘
本，连环画的故事更曲折丰富，而且多改编自名著，因
此，文学水准相对更高，它尤其擅长讲长故事，就像连
续剧，老少咸宜。“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传统连环画插图
都是名家绘制，艺术性不会过时。”

连环画对青少年的德育与美育有什么作用？周
伟表示，近年来带领着出版社进行了大量关于如何
将连环画与青少年教育相结合的探索。在 2015 年，
人民美术出版社同北京市教委合作，在全市小学连

续开展了三年“连环画进校园”活动，给北京市 1057
所小学每所配了 7 套连环画，每套 600 多种。每个年
级一套，学校图书馆一套。在收到广泛好评后，他们
决定把这套书定为“北京市小学生连环画”。后来，
在此基础上又做了一套《小学生连环画分级读库》，
按照年级，把每学期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等教材
中的有关内容用连环画来表现，覆盖整个义务教育
阶段的 18 个学期，供不同年龄的孩子选读，市场表现
也很好。

周伟坦言，随着电脑创作的兴起，出版社也在有
意识地调整连环画编辑工作方针，尝试更有针对性地
面向重点人群出版不同作品。同时，编辑们也在研究
绘本：绘本的颜色、造型、人物个性更多样化；采用短
故事，适合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试
着对连环画适度创新，让连环画更加“面目可亲”。

周伟介绍，如今出版社旗下的连环画主要有三类
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革命题材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题材。在他看来，连环画更能体现独特的中
国美学，在主题上也不失严肃性和趣味性，便于寓教
于乐。

文化，对普通人来说，常常先映入充满烟火气的
生活视角，但在深处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情感知。
它是儿时的一本小人书，是故乡的河与桥，是流淌的
血脉，是落在每一代人肩头的责任。

现在连环画的主要读者群分为“连迷”和儿童。
“连迷”指有童年情结，舍得花钱收藏的成年读者。
而不少家长会购买连环画，是希望培养孩子的阅读
习惯。对中小学校来说，连环画依旧是科普、美育、
思政教育、主题教育的重要形式。

毋庸置疑，连环画从大众读物的文化业态变成
了一个“情怀市场”。未来，连环画会不会消失呢？

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冯梦波看来，答案是
否定的。作为创作者，他自幼便对连环画有着浓厚兴
趣，近年来他在课程设计上，更是侧重于“连环画创
作”，几年教下来，积累了一批优秀作业，题材很广泛，
画法各异。在他看来，现在的学生通过学习，认识到连
环画的优秀传统和特殊规律，辅以速写和线描的训练，
完全可以胜任。而且如今的社会内容极为丰富，题材
无限，而连环画重叙事的特点，是非常好的艺术载体。

出版社也在探索不同途径的创新。有的连环画
画面从一格变多格，脚本文字被搁到图片里，人物甚
至出现了对话；有题材性的突破，有编辑曾设想，可
不可以把小说《三体》用连环画画出来？或者，能不
能把2D的连环画做成3D、4D甚至全息化、数字化？
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营销中心总经理孙建虎说：

“大家都觉得小人书一定没人看了，实际上，这几年
销售数据挺好。七八年前，码洋不到一两千万元，现
在基本上能达五六千万元，刨去价格因素，市场肯定
在扩大。比如最近和直播平台合作的四大名著系列
小人书，月销量远超预期。”近年来，不少工艺精细的
小人书系列被开发出来。由于定价较高，一开始出
版社不敢多印，没想到后来全部卖完了，这才放心加
印。他们发现，很多年轻读者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
新很感兴趣，也愿意为品质买单。

“连环”一词在古文中本是指连结成串的玉环，《庄
子·天下》就说：“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连续不断、
连绵交织，就像连环画陪伴我们走过的长长历史，这个
盛极一时的大众艺术，也将再次回归到普通人的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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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连环画的起
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画像石、北魏的敦
煌壁画，但直到民国时期，近现代意义的连
环画才算真正发展起来，其发源地正是被称
为“中国连环画摇篮”的上海。

阿英在其所著《中国连环图画史话》一
书中写道，第一本标明“连环图画”字样的，
是上海世界书局的《连环图画三国志》，于
1927年问世。从那时开始，“连环图画”一词
才成为一个通行的专有名词，连环画的历史
也由此正式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的重要性提高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以上海为例，
通过对连环画家进行摸底，成立了“连环
画 工 作 者 学 习 班 ”，接 纳 作 者 近 200 人 。
人民美术出版社应运而生，贡献出了大批
高质量的连环画作品，题材大为扩展，尤
其重视现实题材，生动反映现实生活和人
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许多文学名著被
改编成连环画，优秀的原创脚本也开始不
断出现。

诗人翟永明出生于 1955 年，她回忆，那
真是一个小人书鼎盛的时代。小人书老少
咸宜：俗中有雅、喜闻乐见、家喻户晓。“通
常，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空间里，满满地坐
着各种人：小学生、中学生占多数，成年人也
不少。”

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多鸿篇巨制，学院派
艺术家的参与使得艺术水准产生了质的飞
跃，1957 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三国演义》系列连环画，会聚了全国优秀
绘画及文本作者达数十人（堪比当今的影
视剧制作团队），历时数载完成。其中刻画
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同名电视
剧演员选角的重要参照。全系列共六十
册，是迄今篇幅最多的连环画作品。1962
年。10 册版《铁道游击队》历经 7 年出版完
毕。后再版20次，共印3652万册，是迄今印
量最大的连环画。

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连环画
作为“独立画种”被纳入全国美展之后，它也
开始摆脱“小人书”的定位，向多画种形态的
精品连环画发展，这一时期形成了不以出版
单行本为目的、连环画展览比拼的局面，大
批高手云集，将连环画艺术创作再次推向鼎
盛。据统计，1982 年全国就出版连环画 8.6
亿册，几乎人手一册，连环画书摊可谓是遍
布中国城乡。

作家梁晓声曾说：“我是从小爱读小人
书而感受文学熏陶的。它不但引我走上文
学写作的道路，也培养我对绘画欣赏的趣
味。它给予我的心灵营养是双份的。”这些

“小人书”在物质不丰盈、知识普及手段稀缺
的那些年，用一种粗线条的方式将历史典故
里的“名场面”栩栩如生地演绎出来，无论是
市井人情还是英雄血泪。

薄薄的小人书里，藏着无数个童年，也
酝酿着人生最初对审美、对阅读、对历史文
化的观感与好奇。

前世今生
藏着无数个童年

“这些小人书都是全套的，我小时候

都翻烂了，《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

梁王》《双枪陆文龙》《小商河》······”6

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国家版

本馆中央总馆考察，看到特色馆藏区的

连环画板块如数家珍，“这些小人书很有

教育意义，画小人书的人功夫也深，都是

大家。”

22日闭幕的2023上海书展上，连环

画也十分吸睛。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

风云》的热映，音乐专辑《山歌寥哉》对

《聊斋志异》的借鉴化用，引发了更多Z世

代的兴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罗刹海市》《封神演义》等连环画再版、

热卖，吸引当代读者共情。

连环画曾经是一代代人童年记忆里

最不可或缺的存在，是大人小孩共同的

快乐。街上随处可见租书摊，花上几分

钱租上几本小人书，笃笃定定地看上一

下午。

冯骥才先生对连环画的审美价值与

教育意义给予了极高评价：“连环画中有

大量内容来自中国传统的历史故事，这些

最有名的故事由最好的画家画给儿童，画

给成年人，而且在画法上艺术性也很高。

那种表浅的通俗图书，曾是他们最初汲取

知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从岁月中走来的小人书，不仅停留

在记忆里，还可以走向更大的市场、走向

更多读者的案头。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张

船认为，新时代的连环画肩负着“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立足于大众传媒的连

环画艺术，在保留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

一定会有更多的艺术担当，焕发新的时

代活力，用极富中国韵味的讲述方式描

绘“故事里的中国”。

什么是连环画未来的生命力？

生动鲜活的配图、简洁精致的文
字，跌宕起伏的情节······小小一本连
环画，却集绘画、文学、装帧于一体。20
世纪 50 至 90 年代，小人书支起了无数
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无数人对传统文化
和美的最初启蒙。

时移势易，随着信息时代大众传
媒日趋繁荣和阅读方式改变，小人
书似乎渐渐从人们生活中淡去，在
大众视野里难觅踪影。有的“90 后”
听说连环画，甚至会惊叹：“小人书
还在卖呢？”

其实，在成都街头，就开着一家
只卖连环画的书店，人民中路一段，
高楼大厦耸立的建筑物之间，一间小
小的书店用红色大字醒目写着“行知
书屋连环画之家”，老板刘高经营这
家书店已有整整 26 年。书店的面积
不大，十多平方米的店内有上万册连
环画，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几大美术出版社
的直销店。

刘高自称为“连环画的守望者”，巴
掌大的地方守望着几代人的童年。一
帮连环画爱好者成了忠实客户，他称
其为“连友”，书屋也成为他们的精神
寄所。书店几经搬迁，但兜兜转转，大
家仍在一起。

在刘高的观念里，自己不只是书
店老板，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
者。近年来，随着国潮和国漫兴起，
喜欢中国风人物形象的人多了起来，
连环画风格又开始受到关注。刘高的
连环画书店逐渐迎来了久违的场景：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书店看连环画
了。这让刘高心里升起了些许期待：

“我想以后有一个稳定的地方，把书
店装修得古色古香，再摆上桌椅，让

‘连友’中的学生可以在这儿看娃儿
书，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张船认为，每
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精神。无
论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火热实践，
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历程，都为连环画提供了鲜活的时代
命题和广阔的创作空间。随着大众
对图像阅读的需求和喜爱逐渐升温，
连环画这种寓教于乐，普及性、通俗
性地用图画“讲故事”的大众艺术载
体，应该重新走进大众生活，和时代
紧密相连，讲述当代英雄和普通人的
故事，描绘新的时代风貌，满足并丰
富人们随时代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审
美需求。

去年，新华出版社《国家相册·我
的小人书》面世。《下一站，明天》《今
晚放电影》《心中的规则》《淇淇，你别
走》等 10 个故事，收录了四百余幅珍
贵的新华社老照片，二十余幅精美手
绘插图，让孩子们通过难得一见的历
史照片，穿越时光隧道，感受时代变
迁，知所从来，思所将往，看看曾经顶
着煤气包的公交车，爷爷奶奶小时候
是怎么看电影的，粮票长什么样儿，
那只叫“淇淇”的白鱀豚是多么可爱，
为孩子们呈现有血有肉、妙趣横生的
思政课内容。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火热的年代 火红的青春”小人书系
列，也预计于近期和读者见面。这套
由《岳母刺字》《牛头山》《枪挑小梁
王》《双枪陆文龙》《小商河》以及“三
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

《创业史》），还有“青山保林”（《青春
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
雪原》）等组成的经典连环画，曾激励
了无数人的童年，为人生带来了朴素
的教益与深远的启迪。

英国艺术史学家迈克尔·苏立文认为，“中国绘
画技巧最出色地表现在书籍插图与连环画中。”连环
画的繁荣也孕育了大批杰出的画家。当时最著名的
期刊《连环画报》即见证了这一群星璀璨的连环画时
代，这份创刊于1951年的杂志，到1980年，每年印数
已经超过110万份。

国画家程十发曾表示，连环画对画家来说是最
好的锻炼，“因为它迫使你要刻苦地画大量的人体素
描和速写，迫使你深入社会生活去写生……也迫使
你要认真阅读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名著。”这些都给
画家带来宝贵的创作积累。数届美展中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作品，如高云的《罗伦赶考》，何多苓的《雪
雁》，李全武、徐勇民的《月牙儿》，韩书力的《邦锦美
朵》等。何多苓回忆，他在《雪雁》中独创的“背影+地
平线”的图式，后来还被一些电影导演借鉴。

《连环画报》主编高洁认为，连环画最核心的特
点是图文结合，“不管用油画、铅笔画、钢笔画，你得
画出美、画出故事性，这才是核心竞争力。”其关键在
于“用图片讲好故事”。

在互联网时代，连环画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优质原创
故事和画手的稀缺。约稿画家有些“青黄不接”，以六七
十岁以上的老画家为主。想请中青年画家创作，成本高、
周期长，还需要找合适的作家或IP进行故事新编。

但网友们的创意层出不穷，也吸引更多年轻人参
与创作。比如吸纳连环画元素进行创作、尝试AI连环
画作品……一些社交媒体上，不少美术生会“晒”出临
摹作品以及创作连环画的经历。一位网友说，动手创
作之后，才明白绘制连环画有多难：写脚本、概括故
事、找出精彩部分；绘画环节，既要写实，又要考虑整
体画面，非常“烧脑”。

“今天，无论是‘架上连环画’‘主题性连环画’，还
是‘微连环画’，在故事性、连贯性及绘画语言表现性
方面，都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鲁迅美术学院教
授张船表示，连环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化拓展，已
经远远超出传统范畴。集中国画、油画、水彩画、素
描、版画、民间美术、多媒体设计等艺术门类与形式语
言于一身的“大连环画”，其表现形式愈加丰富。传承
中华美学、探索人文精神，连环画不仅更具有现代感
审美，也在多元艺术语言的融合中实现了当代文化语
境下语言图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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