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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

版本馆中央总馆。年画、连环画和宣传画是

国家版本馆的特色馆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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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如数家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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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连环

画不仅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还能使人受到教

益，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小人书里有大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连环画迎来快速发展

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一大批精品

力作。 1951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并成

为连环画创作出版重镇。《岳飞传》便是 50
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众多连环画经

典作品中的一部。当时的代表作还有《我要

读书》《水浒》《鸡毛信》《新儿女英雄传》等。

“新”连环画基本取代了“旧”连环画，占领了

图书阅览阵地，在宣传教育群众、推动社会

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后，连环画创作在思想内容与

艺术表现上有了较大突破，表现革命题材、

历史题材和中外文学题材的一大批优秀连

环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上世纪 80 年

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开设年画连环画系，连

环画创作达到新高度。这个时期，《地球的

红飘带》《雪雁》《白光》等一大批画风新颖、

内容精良的经典之作创作出版。还有《人到

中年》《第二次握手》《人生》等不胜枚举的名

作精品，追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

共同成就了连环画史乃至新中国美术史的

艺术高峰。

连环画以其“图文并茂、故事性强、易于

阅读”三大特点，赢得广大读者喜爱。作为

很接地气的文艺作品，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

化、记录着社会变迁的连环画，早已成为反

映时代的一面镜子。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近年来，连环画作为具有独特优势的创

作形式，紧贴时代需求，在艺术实践中展现

新风貌。

连环画创作主动适应时代发展，更好发

挥“讲故事”的特色，以“小切口大主题”弘扬

时代精神，用“小故事大道理”感染广大读

者 。“脱 贫 故 事 绘 ”便 是 一 个 成 功 的 探 索 。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人民日报社文艺

部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合作，在人民日报文艺

副刊美术版推出“微连环画”形式的“脱贫故

事绘”栏目，以讲脱贫攻坚故事、绘新时代精

神坐标为主题，组织创作、刊发 35 套共 209
幅连环画作品。作为连环画的一种形式创

新，“微连环画”的特色体现在一个“微”字

上：一是短小精悍，不仅符合报纸刊登的要

求，而且适应快节奏时代的阅读需求；二是

细致入微，特别是对人物的艺术刻画，力求

入木三分；三是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平凡的

人和事中透着大道理，让人在潜移默化中受

到熏陶和感染。

把握重大历史节点，绘就史诗画卷，是

新时代连环画创作与出版的一大亮点。近

年来，连环画创作与出版主动回应时代关

切，像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连环画出版社推出

的《春天的画卷——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连

环画集》《人民就是江山——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连环画集》《非凡百年奋

斗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

种经典连环画》3 套大型连环画集，收录精

品画作 3000 幅到 1 万余幅不等，以连环画的

方式串起时代记忆，生动展现峥嵘岁月和

非凡成就，部分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

聚焦英模人物，塑造新时代偶像，

是新时代连环画创作与出版的努

力方向。在中宣部宣教局指导

下，人民美术出版社于 2021 年和

2023 年 相 继 推 出 连 环 画 系 列 丛 书

《最美奋斗者》和《功勋：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的故事》，通过艺术讲述英雄故事，向广大

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递榜样力量。在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下，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和

中国美术家协会于 2022 年 9 月合作推出的

“科 技 群 英 绘 ”栏 目 ，聚 焦“最 美 科 技 工 作

者”，从不同角度展现老中青三代基层一线

科技工作者接力攻关的时代风采，有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在读者中产生热烈反响。

办展览、进校园，更好发挥连环画的社

会美育功能。“脱贫故事绘”和《功勋：共和国

勋章获得者的故事》都举办了连环画原稿

展，让广大群众通过近距离品鉴连环画原作

的艺术魅力，感悟蕴含其间的榜样力量、精

神内涵。“全国架上连环画展”作为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办的学术品牌展览，至今已举办 7
届。该展览既保留了连环画的文学性和连

续性等特质，又凸显绘画的独立性和艺术

性，通过展厅呈现深化了连环画的内涵、拓

宽了连环画的外延。中宣部宣教局等部门

和单位组织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

新 人 ——‘ 最 美 奋 斗 者 ’走 进 校 园 系 列 活

动 ”，弘 扬 奋 斗 精 神 。 北 京 市 教 委 在 全 市

1000 多所小学开展“连环画进校园”活动，

配发连环画累计 500 余万册。大规模的连

环画阅读活动，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在北京、江苏无锡

等地，用连环画作品涂装的地铁列车，则为

乘客带来新的艺术体验。

取材于新时代火热社会生活的连环画

作品，充分发挥其在主题思想表达方面的优

良传统，以及视觉呈现方面的独特优势，充

分考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

习惯和审美心理特点，以兼具思想性、艺术

性又通俗易懂的形式，发挥了独有的影响

力，在主题宣传、主题创作、社会美育、学术

建设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

新内容 新画风 新表现

作为综合画种，连环画早已不再限于

黑白线描，而是涵盖了中国画、水粉、水彩、

油画、版画、电脑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资

深作家、老艺术家和连坛中坚力量“三合

一”的创作团队，广集众智，力求

作 品 文 学 性 、艺 术 性 俱 佳 。

多元的艺术手法与洗练的

文字、感人的故事相辉

映 ，让 连 环 画 焕 发 新

活力。

主 题 宣 传 和 主

题创作的结合，对连

环 画 的 艺 术 创 作 和 人

才 培 养 均 起 到 积 极 带 动

作用。《最美奋斗者》由 50 多

位连环画家创作而成。《非凡百

年奋斗路》汇集 80 多位新老艺术家。

“全国架上连环画展”等展览在各地

巡展期间，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

艺委会还和当地美协合办连环画

创研班，邀请专家为连环画重点

作者和基层创作骨干授课。老

艺术家重拾连环画创作、青年

画家致力连环画创新，这种新

老结合的创研方式，在艺术传承

中促进了中青年连环画家的快

速成长。

如今，连环画“圈粉”海内外

读者。收藏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不

仅连环画原稿拍卖屡创新高，“连迷”

喜爱的老版连环画也持续热销；大众普

及市场不断增长，据人民美术出版社统

计，近 3 年来，连环画销售额以年均 20%左

右的幅度递增；“连环画进校园”活动广受师

生欢迎，《中国中小学生连环画分级读库》成

为学生重要课外读物之一；在海外举办的国

际书展上，连环画亮点频出，成为讲好中国

故事的重要载体。

“新内容、新画风、新表现”，是新时代新

连环画之“新”。内容新，是要反映时代生

活；画风新，是要研究社会审美新风尚；表现

新，是不能停留在纸质静态画面上，还要注

重多媒体融合的动态表现。连环画的“三

新”，都集中要求在“美”上下功夫。富有时

代 感 的“美 ”，更 能 体 现 时 代 特 点 、时 代 风

貌。扎根新时代的火热生活，扎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扎根优秀文学作品，创新绘画形

式，拥抱新科技，吸收世界优秀艺术养分，连

环画一定会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作者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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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根植时代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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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色画屏中》，作

者石峰。

图①：《人民就是江山——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连环画集》书影。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图

图②：《功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

事》书影。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图

图③：“脱贫故事绘”系列连环画展览在

辽宁美术馆首展。 薄 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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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

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

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

代身心都健康成长”。美育在培

养大众健全人格、开启民智方面

具有重要功能和价值。充分利

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有助于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润

物无声中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

滋养，提升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

审美素养。我国拥有丰富的文

化遗产。如今，越来越多收藏在

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

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有效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事业迈出更加坚实

的步伐，美育工作也得到全面加

强，如何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开展

美育？

用多元手段展现蕴含在文

化遗产里的中华民族独有艺术

气质与文化品格，是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培育爱国情怀、坚定文

化自信的有效途径。拥有特定

文化遗产内涵和庞大馆藏文物

体系的故宫博物院，发挥着国家

重点博物馆在做好美育工作中

的独特作用。早在 1925 年正式

开放时，故宫博物院就设有 28
个陈列室，一时观者如潮，在社

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已具有近

代博物馆观念和艺术史观念的

陈列，潜移默化地涵养着文明之

风。 90 多年来，故宫博物院在

美育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近年

来该院举办的“何以中国”展、

“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

与象”展、“千古风流人物——故

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等一系列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

展览，都通过精心组织文物、创

新展陈设计等，呈现中华文化的

要素、传统之美的根基、家国情

怀 的 源 泉 。 在 各 地 ，不 少 博 物

馆、美术馆依托馆藏精品策划精彩纷呈的公共教育活动，以

美育人。例如，今年中华艺术宫全新推出“美术馆现场教学

课”，在“艺术百年·光风霁月”展厅首次开讲，通过吴昌硕、

任伯年等海派画家的真迹，带领学生体悟中国画蕴藏的文

化内涵。高质量展览和公共教育活动，有助于进一步增强

文化认同，共筑美好精神家园。

利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要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

古的进取精神。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合作，根

据馆藏文物《千里江山图卷》创作的舞剧《只此青绿》，就是

以古开今的优秀之作。它的火爆“出圈”，说明只有深入触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才能充分激发当代中国

人的审美热情。故宫博物院还与多家知名互联网机构开展

合作，利用新技术展示藏品，举办各类文化创新大赛，吸引

大众关注。随着社会发展，博物馆、美育项目和城市文化建

设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今年 4 月 8 日，上海市民文化节启

动，“文化服务日”升级为“城市美育日”，部分收费博物馆限

时免费或半价开放，以“社会大美育计划”为牵引，通过千余

场活动带领观众在传统文化中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

赏美、创造美。

利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重在培养兼收并蓄、融通古今

的博大胸怀。近年来，馆校合作项目精彩纷呈，以开放的姿

态推动美育落实落地、让艺术的种子开花结果。2022 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合作开

办暑期研学营，以馆校共建“美育实践教学基地”为契机，打

造系列博物馆美育课程，通过“历史+艺术+民族+文化+创

造”为特征的多元化研学，充分调动优势资源，共谋美育发

展。今年上半年备受观众喜爱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

展”，虽然展出的是域外文化，我国观众却可以从中看到熟

悉的艺术元素，看到古代中国人海纳百川、融通创造的文化

活力。

利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应坚持扎根中华文化沃土。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文化

节目《诗画中国》、音乐剧《甪端》等，立足中华历史文脉，将

学术成果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拓展着大众对

传统文化之美的认知。丰富多彩的博物馆文创不仅满足了

人们把博物馆带回家的愿望，也成为利用文化遗产开展美

育、进而以文化人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在设计、音乐、动画

中渐成潮流的国潮风尚，正是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知不断深入、文化自信愈发坚定的鲜明体现。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启智益心不再局限于展厅内、画册

上，如“云游故宫”“数字文物库”等项目进一步深化“云展

示”“云开放”“云传播”，为利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开拓更广

阔空间。近期，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再上新 2 万件，总

数超过 10 万件，让数字文化资源成果更好服务大众。正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成果展”，选取 1700 余幅中国绘画精品，通过数字技术

进行“再造”，高清呈现画作，成为开展美育的生动教材，受

到许多观众的青睐。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利

用文化遗产开展美育，有助于

更多博物馆、美术馆成为中华

美育大课堂。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

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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