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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峥嵘岁月 红色记忆”线上线下专题

展览中，陆俨少 1953 年创作的抗战主题连环画《钢铁的意

志》，为不少观众带来惊喜。这只是红色连环画再研究、再展

览、再创作成果的一角。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美

术界掀起集中创作、展示红色连环画的热潮，推出了一批红色

连环画系列展览、丛书、新媒体产品等，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在经典中追寻红色印记

简约现代的封面设计、精致亮眼的外盒包装，里面整齐码

放的是 16 册创作于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的经典红色连环画，

其中部分是首次再版。不只是这部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策

划的《日出东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连环画专辑》，

今年，《小兵张嘎》《地雷战》等大量经典红色连环画的再版，都

在单纯复制原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或放大开本，或重新装帧

设计，或面向青少年需求进行改编，让一部部经典作品不仅勾

起年长读者儿时的情怀，更引来年轻人的好奇和关注。

经典红色连环画为何蕴藏经久不衰的魅力？除了出版

物，相关展览的举办，也引导着观众从中探寻答案。

在国家大剧院“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三部曲——沈尧伊连

环画作品展”上，《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征路星火》首

次同台亮相，从作者用 12 年时间创作的 2000 多幅作品中精选

出的近 300 幅作品，令观众感受视觉和精神的双重震撼，好像

是“重走”长征路。“几十年来，沈尧伊先生一次次沿着长征的

路线，踏着红军的足迹，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深入长征的历史

现场，在收集长征史料的过程中酝酿构思。”中国美术家协会

主席范迪安认为，这种深入历史的创作是“长征三部曲”打动

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连环画世界里的中国共产党”“赵奇·《可爱的中国》绘

画研究展”等展览上，观众则可以通过多部经典连环画重温党

的百年光辉历程，通过单部作品深刻体悟共产党人的精神品

格。经典红色连环画初版、手稿、封面等相关资料的展出，使

观众能够全方位了解作品的创作过程，体味艺术匠心。

在对经典红色连环画愈发深入的挖掘与展示中，一幕幕

历史画面更加形象，一串串英雄的名字更加闪亮，红色精神的

回响更加悠远。

不同的创作 相同的使命

在经典的滋养下，一批红色连环画新作涌现。

不少作品从不同角度回顾党的历史，展现革命先辈的信

仰，进一步拓宽红色连环画的历史时空。立足当地革命史，重

庆、南京、厦门等地纷纷组织画家展开系列连环画创作，出版

独具特色的地方党史读本。围绕解放战争时期的光辉战斗历

程，连环画出版社约请多位一线连环画创作者精心创作，推出

《永恒的初心——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连环画集》。“与创

作一般连环画不同，创作红色历史题材连环画时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这类作品要引导读者，不能误导读者。历史人物是

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画家在构思时要设身处地，可以合

理想象，但不能胡编乱造。”参与《永恒的初心》创作的上海美

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桑麟康认为。新的红色连环画创作正在

主题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突破。

一些作品聚焦新时代、新风貌，表现社会发展新成就，让

连环画更加贴近当代生活。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

版社联合推出的《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连环画》，通过描绘 10 位

获得国家荣誉的上海先进人物，以榜样的力量鼓舞人们奋力

前行。冯远、胡博综、谢志高等一批名家创作的“脱贫故事绘”

系列连环画，则展开了一幅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参与“脱贫

故事绘”创作的中国美协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

骆根兴表示：“这套连环画创作的过程，也是我的心灵受到洗

礼的过程。我搜集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刘

虎的大量资料，他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忘我工作、乐观向上的

精神，都让我十分感动，我在连环画中想真切地把这些体会表

现出来，感动更多读者。”

为使连环画真正做到“图文并茂”，一些创作者深入历史

现场写生采风，几易其稿；一些出版方邀请党史专家、作家参

与连环画文本撰写，增加文本的准确性、可读性。无论是表现

革命故事的精品，还是描摹先进人物的佳作，其中都蕴藏着创

作者对百年伟业的真切感受。笔墨丹青之间，红色基因一脉

相承。

让传统更年轻

连环画历史悠久，在中国艺术门类中独树一帜。如何在

讲好红色故事的同时，实现连环画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更多人爱上这门艺术？

近年来，不少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电影连环画、漫画风格

连环画等不同形式的作品，以适应更多年龄层读者的阅读需

求。一些展览上，触屏数字连环画、“动起来”的连环画、立体

打卡装置等交互作品，进一步丰富观众的看展体验。手机中，

不少图书馆、纪念馆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党史上的今天”“红色

故事绘”等专题，通过发布红色连环画作品，与读者一同追忆

峥嵘岁月……借助新形式、新媒介，红色连环画正以新面貌融

入大众生活。

“这片子真感人”“没看够，希望再长点”，在央视频《连

环画里的党史》的留言区，许多网友纷纷为该系列短视频点

赞。它为何能够广受好评？原因正在于对红色资源、传统艺

术与现代媒介的恰当融合。主创团队不仅借助技术手段，对

汪观清《红日》、顾炳鑫《红岩》、贺友直《山乡巨变》等经典红色

连环画进行了视听动态处理，还融入影视资料、幕后创作故事

等，使观众在三五分钟里，便可领略艺术的风采，感受历史的

纵深。

红色连环画的魅力，也吸引着一些年轻人躬身求索。在

已结束评审的第七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中，一批新生力量精

彩亮相。“这届展览上，青年画家的创作约占全部入选作品的

45%。年轻人的创作思维新、艺术语言丰富，更加注重挖掘红

色故事的时代价值。”展览组委会副主任郭浩介绍。

“连环画的发展，有赖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我们现在既

要用新图式、新手段讲好红色故事，吸引年轻人，也要培养一

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会讲故事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中国美协连环画艺委会主任李晨认为。如今，一

些高等院校陆续开设连环画相关专业，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

创作能力，也强调与影视、动画等专业的交流融合，以促进连

环画的多样化发展；还有一些连环画名家免费开班授课，广泛

培养有志于从事连环画创作的各画种人才。这些都为传统连

环画的“逆生长”提供了充足养分。

一笔一风华，一字一斟酌。无论何时，文字与图像都是人

们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重要方式，这也是连环画艺术的优

势。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促生更多佳作，拓展传

播方式，红色连环画将会以新气象吸引更多读者。

红色连环画绘出新气象
马苏薇

▲央视频《连环画里的党史》之《山乡巨变》专题海报。

▼“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三部曲——沈尧伊连环画作品展”上的《飞夺泸定桥》。

▼太行秋晨（中国画） 宋石明▼鸟鸣山更幽（中国画） 李汉平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

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

生命的一部分。”为让城市留

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正

定胜迹图》长卷以艺术的形式

再现了古城记忆，为留住城市

文化底蕴提供了视觉样本。

《正定胜迹图》由张敢、周

仲贤、姚孟军三位画家，历时

四年精心绘制而成。作品艺

术化地再现了古城正定的名

胜古迹，以及繁华的历史景象

和地域风情。画卷场面宏大，

绘制精细，建筑壮观，画面中

近 2000 个人物栩栩如生。

画卷从南城门外美丽的

滹沱河展开叙述。渡口处碧

波荡漾，船只来来往往，忙碌

的人们正在船舱边装卸货物，

展 现 出 古 代 正 定 贸 易 的 繁

荣。不远处，农户种桑养蚕的

场景描绘，折射出古代正定桑

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

发达，也体现了古代河流作为

交通命脉对当地经济发展和

区域交流的促进作用。

画面向前延伸，便是瓮城

以及长乐门。瓮城内，士兵正

在布阵演练；城墙上，旗帜飘

扬，人们漫步城头登高望远。

从长乐门向里望去，便是造型

独特的广惠寺华塔。华塔上

半部四周装饰着巨大壁塑，汉

白玉高浮雕的吉祥动物形象，

参差错落。穿过华塔旁繁华

的街道，高大庄严的阳和楼映

入眼帘。阳和楼所在的南大

街，是正定古城中轴线。在这

里 ，可 以 看 到 有 人 在 说 唱 演

出，有人在观看喝彩，还有轿

子、马车正穿越洞门。作者对

每一个局部、每一处细节的描

绘，形象生动又层次分明，烘

托出生气勃勃的气象。

再向前推移便到了城池

的中心。在这里，作者以散点

透视，将开元寺、文庙、蕉林书

屋、隆兴寺等综合呈现在画面

中。其中，开元寺的古塔与西

安大雁塔造型相似，当地群众称此塔为砖塔。作者也特意

用灰色单线排列的方式，刻画出古塔纯砖材质的建筑特

色。砖塔四周，店铺林立，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不远处的天

宁寺凌霄塔，塔身多系木结构，作者则用另一种技法和色彩

刻画，突显其俊秀华美。隆兴寺庞大的建筑群，始建于隋

代，完善于宋代，是研究宋代建筑的重要遗存。就在这个

寺院中，有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造型独特优美

的悬塑观音像，还有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书法史上具有

承前启后地位的隋代重要碑刻——龙藏寺碑。

在琳琅满目的建筑群中，细细观赏，还会发现有一处不

太显眼的蕉林书屋，这是清代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梁清标的

读书之所，所藏古书字画曾多达数十万卷。《洛神赋》《游春

图》《步辇图》《簪花仕女图》等古代书画珍品，都曾是蕉林旧

藏，现收藏在各大博物馆。

为了画好这幅长卷，画家翻阅了大量资料，做了大量

考证。正定被誉为“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作者不仅把现

存古迹呈现出来，更把现在已经消失的建筑以及当时的

生活景象，通过资料记载还原了出来。因此，在画卷宏大

的图景中，我们不仅能一览正定古代时期气势恢宏的建

筑群，还可以细细品味岁月长河里的社会变迁，从视觉传

达中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中华文明的魅力。因此，这件作品

的意义已经远超绘画艺术本身，其展现的是文字所无法诠

释的历史图景与文脉传承，是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心灵倾诉。

（作者为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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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敢、周仲贤、姚孟军创作的中国画《正定胜迹图》

局部。

▲第六届全国架上连环画展入选作品王爽《我们的天空》。

◀《日出东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连环画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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