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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连环画传播史的专著，从连环画的渊源、发展机理、
动因等角度，全面系统地描述了新中国连环画传播的发生、发展及衰落的整个过程，并对连环画未来
传播的脱困路径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四色印刷，书中收入100多幅插图
，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连环画的传播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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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新平，大学教授，广西桂林人，出版专著3部，合著7部，论文有十几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及《新
华文摘》登载。闲时喜欢品玩连环画，有6000多册连环画藏品，发表收藏文章40多篇，曾到全国十几
个省市的古玩市场淘过书，对连环画这一大众传播艺术珍爱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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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第一节 中国连环画的一些概念和历史溯源 1第二节 对连环画学术研究历史的溯源 6第三
节 连环画的基本架构 17第四节 为什么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连环画的历史 19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连环
画的发展轨迹 23第一节 由单幅画到连环图画 23第二节 连环画的进一步发展 24第三节 现代连环画的诞
生 26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连环画的发展轨迹 31第一节 崭新的传播生态 31第二节 题材类
型的描述 46第三节 经典连环画作品评述 57第四章 “文革”时期连环画的“非正常”传播与发展 69第
一节 非正常的连环画创作生态 70第二节 类型化的连环画题材 72第三节 “文革”连环画的价值 80 第五
章 新时期连环画传播发展的复苏、高潮和消失 85第一节 连环画传播的复苏 86第二节 连环画传播的高
潮 90第三节 连环画传播的余响 96第六章 连环画从大众传媒走向小众收藏 101第一节 连环画收藏的历
史轨迹 102第二节 连友们竞相追逐的连环画 105第三节 连环画收藏存在的问题 111第七章 连环画传播的
未来途径 117第一节 把连环画收藏活动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 117第二节 做好精品连环画的重版工作 120
第三节 加强原创，进行内容形式革新 121主要参考书目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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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中国连环画的一些概念和历史溯源中国连环画的一些概念和历史溯源连环画，作
为一种历史久远的艺术形式，我们有必要对其关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在时间维度上，做一些纵
向描述。一、 中国连环画名称溯源在课题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将论述的主要对象做一些正名，以做
到“名正言顺”，为后边的论述做好铺垫。作为一种大众传播艺术，中国的连环画有着悠久的历史，
据考证，最早在西周的青铜器的纹饰上，已经有着连环画的雏形，汉代武梁祠石刻壁画《出巡图》、
唐代敦煌壁画《舍生图》、宋代韩熙载《夜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的《文姬归汉图
》（现存南京博物馆）以及清末吴友如画室的画作等图画中已经有些许连环的元素，尤其是《文姬归
汉图》，是多幅册页组成的，与今天的连环画已经非常类似，这可以算作是现代连环画的前身，只不
过，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其传播介质、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已。我们今天通称的连
环画，其实是“连环图画”的简缩称谓，从时间上看，现代意义上的连环画其年龄并不大。在上个世
纪初期，由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于石印技术的引进，通俗读物的传播规模和范围都迅速扩大，在上
海等地先后出版了一些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在古旧小说插图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改造而制成的图
画故事书，这应该就是现代连环画的雏形。由于当时连环画的传播力量分散，组织性不强，所以，对
于连环画亦无统一之称呼，有叫图画书，也有叫小人书，前者针对传播内容而言，后者针对传播的主
要受众而言。至上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的中国大众传播中心上海的世界书局先后出版了《西游记》
、《水浒》、《三国演义》、《三国志》、《忠义侠马玉龙出世》等图画书，才在书名后缀上了“连
环图画”的正式称谓，这是大众传播组织第一次对连环画连续用一个统一公认的称谓。由于世界书局
在当时是一家有相当影响的出版单位，而且它以“连环图画”出版的连环画品种和册数也多，绘画者
的知名度也高，因此，“连环图画”的名称便很快在业界流行开来，成为这种大众传播艺术的统一名
称。与此同时，出版小人书和发行小人书也开始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行业，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就
有出版连环画的书店70余家，出租连环画的书摊3 0 0 0余个1。当然，这种连环画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下
里巴人的东西，其传播层面覆盖的是广大的草根阶层，一个统一的名称并不能约束广大民众的创造力
和自由发挥的余地，所以，各地不同的受众，对“连环图画”仍有各种各样的称谓，有的叫“小书”
、“儿书”、“小人书”、“鬼仔书”、“图画书”、“娃娃书”，有的叫“公仔书”、“菩萨书”
、“牙牙书”，不一而足，但直至今日，以“连环画”和“小人书”这一雅一俗的两个名称影响最大
，传播通行的时间最长，在受众队伍里认可度最高。在本书中，我们也统一用连环画这一较“雅”的
称谓指代这一艺术形式。二、 连环画是“连环”的吗“ 连环”，从语意学角度来看，应该指连续环
绕之意，从形状来看，应该是一圆圈，无始无终。但连环画的特征真的如此吗？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在
为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所作的序里这样说道：“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
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从
连环画的实际内容来看，它主要体现的还是“连续性”而非“连环性”。那么，以“连续性”而非“
连环性”为特征的连环画，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对其特征作一个全面的概括呢？我想，从以下三个
方面，应该能够对连环画的特征作一个基本全面的判断：其一，连环画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就艺
术形式的判断，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异议，但它为什么还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这“独立”二字作
何解说呢？首先，从连环画传播的主体来看，它有一支专门的传播队伍。这个我们可以从新中国成立
前后物化的连环画品种中罗列出一大串名字来。新中国成立前著名的连环画家有：孙温、朱润斋、陈
丹旭、笔如花、吴友如、汪玉山、曹涵美、张光宇、周云舫、刘伯良、赵宏本等。新中国成立后的著
名连环画家更多，如：贺友直、颜梅华、朱光玉、王叔晖、顾炳鑫、华三川、戴敦邦、雷德祖、汪国
新、韩和平、任伯言、陈光镒、水天宏、罗盘、钱笑呆、胡克文、汪绚秋、刘锡永、丁鲁迅不仅热情
倡导连环画艺术的传播，而且用自己的行动投入到这门艺术的传播活动中去，一个大家为连环画作序
就是最好的证明。世弼、夏书玉、陶长华、王亦秋、盛亮贤、谢京秋、徐恒瑜、杨宏富、汪观清等，
这些画家多以画连环画为独立的生活手段和工作职业，此外，还有专门以编写连环画脚本为职业的文
字工作者，这就为连环画以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提供了队伍和人才保障。再从连环画的传播
组织来看，不管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有以连环画出版为主要内容的出版单位，像新
中国成立前的上海世界书局、上海文益书局、全球书局、上海联益社、福记书局、华商书局、美华书
局、上海泰兴书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上海两宜书局、上海协成书局、上海泰东书局、文益书局、
东北画报社，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美术出版社、朝花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出版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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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及各省的美术出版社，这些大众传播组织，在它们的传播活
动中，皆以出版连环画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内容而与其他的传播内容区分开来。我们再从连环画的受
众来看，它基本有一支独立稳定的接受队伍。由于清末以至民国时期，战乱连连，中国积贫积弱，新
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发展刚刚走向正轨，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上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层面上运行。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的普罗大众的文化水平大都较低，就像文化学者余秋雨
说的，当时，何国华，其连环画创作数量并不多，但从这本早期的连环画已经可以看出画家在构图描
物方面的深厚功力。在一个大的镇上，一个小时也难找到一个识字的人（现在是一个小时也难找到一
个不识字的人），这样的接受现状和水平，就决定了当时的基本受众接受图画（配以简单文字）比接
受纯粹的文字要快得多、容易得多。这也使得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连环画成为向大众传播文
化知识、道德观念的一种最恰当的艺术形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扫盲连环画”就是
基于当时受众的接受水平而策划的连环画选题形式。最后，我们从连环画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它也有
着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独立品格。连环画称“画”，它又不从属于任何一个传统画种（诸如国画、
素描、版画、油画、水彩、水粉），它可以借鉴任何画种及摄影的表现技法，为己所用，但最后的成
果还是独立的连环画。从它的构图和格局来看，它注重的是文图的结合、匹配、和谐，而不是文图简
单的拼凑、同构。这样，连环画就异于一般的绘画画种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字图书，而成为独立的艺术
门类。由上可知，文图结合，连接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采两种艺术之长，而又受这两种艺术规律的
制约，就构成了连环画艺术的第二个特征。当然，在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的文本中，也有文图结合的
现象，但这种结合要么是文图的地位不匹配、对等，譬如文字艺术文本中的插图，绘画在其中的辅助
、从属、点缀的意味就很明显，而且这些图画之间缺乏诸如连环画中的图画的那种绘画语言的紧密的
关联性。一些绘画有题跋，表面看，也是文图结合，其实，少量文字在单幅绘画作品中，也不一定是
一个必不可少的要件，很多绘画作品并没有题跋。当然，我们讲连环画的文图结合，一方面强调其传
播要素之间的匹配、对等、和谐的地位，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文图之间在一个独立的艺术文本中的那
种高度的关联性。当然，与文图结合相关的连环画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传播内容的通俗易懂、形象直观
。通俗易懂，形象直观，使得其传播内容的接受者范围广大，受众接受的障碍少，不管是年老年少，
文化高低，只要能够看清看懂图画，就基本能够了解文本传达的意义，领会文本的主要精神。迟至今
日，一些内容深奥的图书，如《资本论》、《易经》之类，为了扩大受众范围，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也往往改编成连环画的形式。这也是因为传播者深知连环画的传播特征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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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连环画传播图史》由蒋新平所著，连环画并不是一个完全符合美术分类意义的画种，以前在
正统的美术史中也是鲜有提及的，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今天还这么不合时宜地阅读和研究这样一种“低
俗文化”，难免被一些高雅文人所不齿，但作者真诚地把研究连环画当做是对一位久违朋友的问候与
探望，而朋友是不分贵贱等级山高水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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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本读者友好型的读物，所论允当，插图丰美。虽带有几分传播学的技术性论述，但总体上却
也平易近人。既可以当作连环画科普知识来读，也可以从传播学这一技术型层面加以理解。实际上，
连环画的传播史也是连环画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也不妨把此书当作是连环画发展史来看，
只不过显得略微简明了一些。可能是考虑到读者普遍接受性的缘故吧，作者行文时，并不曾在传播学
理论讲解上多下力气，而是写着写着，就似乎忘记了此书的理论观照，却又往往暮然忆起，于是再增
加几个技术性字眼；加之第一章第四节略微专业化的论述，对照着文体风格总体上的平易明白，便显
得有点文气不平。但这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谈不上有多少不便和损失。另一方面，作者在插图下附
有文字讲解，简约明易，点到即止，有一种恬淡的诙谐，让人有会于心，平添了一份阅读的心情。像
所有的连环画史论一样，本书也探讨连环画今日式微之所以，不外是内因加外因。但我却在页10所引
的鲁迅先生的话中看到了病灶之所在：连环画“不可堕入知识阶级以为非艺术而大众仍不能看懂因而
不要看的绝路里。”想一想一些身着华衮的获奖作品，如《靖宇不死》，《地球的红飘带》，《邦锦
美朵》，到底在民间还有多少亲和力？它们对于连环画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是幸呢还是不幸呢？这算
不算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现象——文人士大夫总喜欢把民间泼辣的村姑改造成咿咿呀呀的姨太
太？也就像所有的连友一样，为了儿时的温馨，作者如今“俯下中...年的身子”，在市场淘宝收藏，
“像在替好友办丧事”——嗟乎，连环画之命运，一发至此耶！？偶有错讹，略指出：1）八个样板
戏不包括《龙江颂》，而应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
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龙江颂》，《杜鹃山》，
《平原作战》，《磐石湾》在差不多成为样板戏时，文革便结束了。2）页40所列《火焰山》为徐宏达
先生所绘，不是任率英先生之作——其实二者风格大异，一个是猛张飞，一个是林黛玉。3）页40列出
了毛用坤先生的作品，多谢！实在不该忘记他给我们的童年带来的快乐，但却漏列了他的代表作《微
山湖上》。4）70年代，上美已并入上海人民，但书中总出现“70年代上美版”这样的字眼。5）刘锡
永先生曾指导过王亦秋先生，应算是第一代连环画画家，而非第二代。李铁生先生情况亦然。最后，
回答作者本人知道但又询问别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样板戏连环画有七本为上海版而《奇袭白虎团》
却由山东出版？答案或许是江青是山东人吧，且在指导这部戏中下了大工夫。 阅读更多 &rsa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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