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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特色漫画研究——以江西省漫画发展概况为例 

【摘     要】 通过对江西省漫画发展概况研究，可以横向反映江西省地域性文化，纵向反映时间维度上的漫画发展历程，对江西省动漫产业

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研究的视角从艺术到文化、从意识形态到社会背景、从

泛指到具体和细化，全方位研究江西省漫画发展历程中所处的社会背景、揭示区域文化在作品中的反哺、作品的分类与特点、

对漫画产业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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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漫画从传统绘画中独立。早期漫画通过极强的讽刺意味、夸张的绘画方式、富有时代性的幽默手法，利用刊物画报进行时事评说。发展时期的漫画演化出了连环画、宣传画等其他形式。中国漫画的发展离不开区域漫画的发展，对于区域性漫画发展概况的研究是基础且必要的，它是构建中国漫画发展研究的重要维度和组成部分，而以苏区漫画、铜鼓漫画为代表的江西省漫画，在这一公共美术空间的构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江西省漫画纵向发展历程

1.江西省美术的初创阶段（20世纪 20年代）在清朝和民国之交的 20 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中国美术文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开始进行革新，新美术运动开始兴起，各大城市纷纷办起了各种画报，为漫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土壤。江西地处东南腹地，早期的现代艺术氛围较为贫瘠，直到部分求学于大城市和海外的学子返乡，活跃于各个学校、政府、报纸等领域，江西现代美术才得以发展。
2.江西省漫画的快速发展阶段――地域性特色的苏区漫画（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末）由于那个年代大部分民众文化水平较低，为了更好唤醒人民的斗争意识，1929 年，江西苏区美术创作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重视得以迅速开展，漫画作为一种标语醒目、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讽刺艺术载体被广泛运用，让不识字的人看了漫画也能懂其含义。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各种报刊先后被创办，比如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社编辑出版的《红星画报》、江西省农民协会出版的《农民画报》、由苏区中央儿童局出版创办于瑞金的《加紧准备大检阅画报》等等，这些期刊每期几乎都有独幅的漫画、宣传画、连环画，这些漫画大多出自漫画家黄镇之手，也有许多出自有绘画爱好的战士之手，其中《红色中华》上发表的宣传画、漫画等不完全统计有近一百四十一幅，[1]

仅宁都一个县的宣传画、标语、漫画达一千余条（幅）。[2] 这些漫画用廖廖笔触，简单明确的说明和解释战况、政策，抨击社会的不公，引发群众强烈共鸣，极大的增加了民间泛传播度。
1937 年 11 月，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在南昌百花洲省立图书馆邀请由军委会政治部漫画宣传队主办的“抗战漫画展览”。武汉失守后，1938 年 6 月，漫画宣传队小分队来到上饶，在乡镇举办了多次流动漫画展览，期间出版了《星期漫画》《漫画旬报》《星画》《刀与笔》等刊物，其中《刀与笔》的漫画部分由张乐平负责绘制。《前线日报》的美术副刊致力于漫画及木刻理论和作品、木漫教育、木漫技法等内容的宣传，尤其对木漫的“大众化”实践问题、木漫的“实用化”与“民族形式”、木漫的技巧与质量问题等理论方面进行充分的讨论，进而要求把漫画运动扩大到整个艺术领域，以建立绘画的新现实主义。自 1937 年至 1949 年间 , 江西地区出现的美术类刊物达 30 余种 ,超过了在此之前的美术类刊物数量总和。[3] 几乎所有美术类刊物都会有部分漫画作品，极大推动了江西大众型漫画的地方性特色发展。
3.江西省漫画的再次繁荣阶段：特色铜鼓漫画的崛起（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70 年代末开始，江西漫画进入一个复苏和繁荣阶段，以江西美术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从 1977 年开始出版的江西革命斗争故事系列连环画为代表，如 1976 年戴光华绘制的《虎口夺盐》，1977 年罗干才绘制的《龙门暴动》，1978 年罗干才绘制的《女赤卫队员》，1978 年戴光华、蔡超绘制的《凤嫂》，

1979 年王西林绘制的《杉林怒火》，1979 年李开邦、金晨绘制的《狱中斗争》，1979 年李维山绘制的《智闯险关》，1980 年蔡超绘制的《两条半枪闹革命》，1980 年岗阳波绘制的《智杀土豪》，还有蔡超绘制的《南国烽烟》，汤云鹤绘制的《枪震古城》，徐东林绘制的《修械所的故事》，南昌警备区战士业余美术组绘制的《八一风暴》，王纲臣、徐东林绘制的《封锁线上的交易》，胡斌昌、吴吉林绘制的《井冈路上》等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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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地处赣西山区唯一的纯客家县――铜鼓县看到了美术萌芽的希望，开始大力发展漫画文化。1990 年江西省漫画学会年会暨首届江西省漫画理论研讨会在铜鼓举行。1992 年与《江西日报》联合举办铜鼓“龙门杯”全国漫画大赛。“江西漫画在宜春，宜春漫画在铜鼓”的口号就这么打响了。1999年铜鼓漫画被文化部命名为全省“漫画艺术之乡”。2008 年铜鼓漫画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4] 作品《平时不响，到时就闹》在全国邮电杯漫画大赛上获得金奖，《氧吧》入选“中国嘉兴 2004 国际漫画展”和伊朗“大不里士国际漫画大展”。铜鼓漫画先后在《讽刺与幽默》《中国漫画》《漫画》等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近万幅，[4] 其中铜鼓县县文化馆原馆长顾建民功不可没。2014 年 5 月 6 日江西省漫画艺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铜鼓县召开，第一届主任由全国著名漫画家罗琪担任。
二、江西省漫画作品的地域性特征及意义

1.地域性特色苏区漫画的特征及意义
1.1 具有阶级色彩的政治特征苏区漫画作为中央红军特有的漫画种类，带有强烈的革命和阶级色彩，它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也有对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不公平的揭露，主题鲜明的反贪反腐反浪费是苏区漫画最重要的特征。 

1.2 具有地域民族化的艺术特征苏区漫画作为战争期间的独特地域文化，为宣传红色文化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当时急缺专业美术师，大部分的漫画工作由当地红军或干部业余时间担任，而当时的苏区红军多为赣南闽西的客家人，虽然部分作品在绘画方面略显笨拙粗糙，但它以简洁的线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用张力揭示着社会丑恶与残酷的一面，同时部分作品与当地客家民谣相结合，如根据客家民歌《送郎歌》创作的《送郎当红军》宣传漫画，反映了当时漫画与地域文化紧密结合的民族化诉求。
1.3 具有泛群众性的传播特征由于当时的苏区漫画主要面向广大群众，群众文化水平低，识字的也不多，比起更花费时间和需要优秀美术功底的其他画种来说，漫画作为简洁、幽默、贴近生活的绘画形式，在群众中非常容易推广。由于漫画绘画入门门槛较低，绘制一幅作品的用时相对较少，漫画家也可以用节约的时间创作更多的作品，同时帮助培养更多优秀的专业或业余漫画家。在多数报刊无法定期产出的战争时期，这种简约模式创作非常有利于随时随地的大量产出，增加传播量。

2.地域性特色铜鼓漫画的特征及意义
2.1 融合客家文化的民俗漫画由于铜鼓县人口绝大多数为客家人，客家民间文化浓厚，铜鼓漫画自然而然的融入了当地客家特色，包括客家山歌、客家习俗、客家饮食等一系列地域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客家风格铜鼓漫画。
2.2 贴近生活、关注民生的亲和漫画铜鼓漫画现已形成了农村漫画、企业漫画、校园漫画三大园地。[4] 通过铜鼓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有秩序、有组织的推动全县漫画创作者进行贴近城镇乡村主题的漫画制作，同时建立浒村“江西省当代漫画精品展示馆”供老百姓娱乐参观，推动县内个人作品展展览；推动反腐倡廉的漫画创作，推进企业文化发展；由文化馆专业人员组建乡镇校园漫画兴趣小组，专人进行小学生课堂的漫画辅导，积极开展漫画创作文化进校园活动。
2.3 极其活跃的自学班底自 1982 年以来，铜鼓县的漫画创作队伍，早期通过短期漫画创作讲习班的分批培训，以师带徒，吸纳各方专业和业余人士，

30 多年来形成了一支骨干百人和业余千人的创作团队。1991 年，铜鼓县漫画创作队伍被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确定为全国 36 个极为活跃的漫画群体之一。[5]

江西省漫画作品从横向上看，有着丰厚的苏区红色漫画历史，同时也有地域特色的铜鼓漫画，这两种区域漫画都在积极融合群众，推动江西现代美术大众化的普及与实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构建江西现代美术史独特的一环。
三、结语

江西地处东南，曾在古代美术史上有着辉煌丰厚的遗产，虽有保守一面，却可主动积极利用漫画这一形式作为群众的突破口之一，改良艺术构架，顺应时代潮流，接纳新生事物，形成了以“苏区漫画、铜鼓漫画”为代表特色的地域漫画，推动江西漫画进行地域性的重构建设，积极探索中国漫画民族化形式的话语构建，让江西漫画登上国际漫画舞台，推进江西现代美术发展的进程。
课题：2017年度江西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课题编

号 YG2017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