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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黎婧那张全国各地美
食聚在一起，隔窗给热干面加
油的漫画，至今依然觉得温暖
有力。它可爱的画风、走心的
角色设置瞬间获得了万千读者
的共鸣，引发诸多版本争相效
仿。之后黎婧住院期间所绘图
画集结成书，被新闻媒体广泛
报道。

从 《三毛流浪记》《丁聪
插图集》 至今，国漫图书一直
将真情融进方寸天地，为读者
带来幽默与智慧，展现了“小

漫画书”的大影响力。
如今的读者更需要当代智

慧与鲜明形象结合的独特表
达，当代原创漫画出版因应这
一需求，灵动完成了“对本国以
往历史”和当下生命状态的鲜
活诠释，在优秀传统文化与心
灵成长两个维度不断丰富着

“漫画”二字的内涵。越来越多
具体而微的“小获得”“小思量”

“小幸福”被国漫摆在“C位”，国
漫也因此在与外国漫画的对决
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仅从当
当、京东两大电商漫画类图书
月度畅销榜上看，国产原创漫
画套书、单本交替上榜，在
TOP10中均占比60%以上。

延续传统：
从蔡志忠到陈磊

当代国漫的深入人心离不
开温柔敦厚的创作传统。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活化传统文化价
值，丰子恺漫画集中的 《红了
樱桃，绿了芭蕉》《母亲又要
生小弟弟了》 等无不散发着

“天然质朴的温情力量”。
延续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大

众化表达，2000年前后，以蔡
志忠为代表的“国学漫画”走
进人们的视野。《漫画东方智
慧系列》《蔡志忠典藏国学漫
画系列》 等内容遍及四书五
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50
多年的漫画生命，1600余册的
素材库；用 99%的时间研究内
容，只用1%的时间画出来。他
的北魏人物画眼睛用两条线，
鼻子、嘴巴各画一条线，多一
条、少一点都不足以表现“玄

心洞见”抑或“御风而行”。
他讲 《大学》，把“明明德”

“亲民”“止于至善”分作三部
分拆解，又将每个典故置于具
体的人物与场景之下，拉近了
经典与现代人的距离。

对历史元素进行准确生动
与概括性的表达，成为当代国
学漫画成功的关键。两年前，
陈磊的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用更加快捷的创作与传播节
奏，叩开了当代读者拥抱历史
的大门——以“激萌漫画”做
造型定位，把局部的历史知识
用“贪吃蛇”、谐音梗等手段
诠 释 出 来 ， 让 硬 知 识 变

“软”，不做作，不卖弄，且每
一次大众化的表达旁，都有原
始文献衬托左右。

比如 《突如其来的陈桥兵
变》 部分，到了陈桥驿，兄弟
们说：“干脆你来当皇帝吧，
工作服都给你做好了。”立刻
还原了历史现场的关键节点。

“三公九卿”“鸿门宴”的图一
出，层级、职能、过程立马清
晰。有网友说：“高考后忘记
很多知识点，看这本‘半小
时’全补回来了。”

也有观点疑虑，诸如“半
小时”系列的图书，尽管在专
业性上有专家把关，但是否会
使读者养成“只走捷径”的阅
读习惯。其实漫画的本质，就
是通过对本体进行高度提炼、
夸张甚至变形，突出其特质，
给读者提供可资借鉴、辅助理
解历史的思维方式，进而唤起
读者阅读原著的热情。

现代表达：
从智慧到治愈

还有一类备受喜爱的国漫
题材被读者亲切地称为“治愈
系手绘”，从书名便可以感受它
们的温度：《小林漫画：人间逍
遥游》《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
不掉我的样子》《睡不着：Tango
一日一画》……

据报道，《小林漫画：人
间治愈术》 开启销售当日即卖
出 2 万册，1 周内销量高达 5
万册。

“直抵人心”是小林漫画
最鲜明的特点。他的漫画没有
情节和固定的人物设置，一画
一事一中心，长年积累的摄影
功力、敏感的内心世界，使他
能将生活场景迅速定格与提
炼，比如 《失眠无非两种：手
里有个手机，或心中有个剧
场》《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都准确反映了都市白领的生
活。其次，小林漫画取法国画
技法，用柔和的“现代水墨”
形式与字体呈现，温暖地包裹
起现代人的焦虑，《你是年少
的 欢 喜 ， 喜 欢 的 少 年 是 你》

《为什么会胖？太多事放心里
不好瘦》。

共鸣本身，就是一种充满
温度的力量。2019年，他的漫
画被作为高考作文试卷素材；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小林漫画
在武汉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展
出；甚至在国际巡展中，不懂
中文的参观者也频频发笑、拍
照留念，小林因此被誉为“摄
影界书法最美的段子手”。

百万级漫画作品 《就喜欢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
子》（简称“喜干”） 的作者
白茶，甚至被称为“社交媒体
时 代 的 丰 子 恺 ”。 主 人 公 吾
皇、巴扎黑、少年、牛能是最
先走进读者心里的“喜干元
素”，在这些“猫猫狗狗”身
上，国画元素与现代漫画表达
完美融合，所有场景都有种基
于国风的“都市范儿”，好像
一个小爪子就能挠进你心，颇
有“以古鉴今”的调调。书名
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当代人对待
世界的态度，用微小而“独一
无二”的自我和世界互动。经
典语录如“无法改变的，学会
去享受”“遇事冷静，脸小三
分”“既然彼此彼此，何不放
过彼此”，疫情期间，狗狗巴
扎黑更是定下了“自己遛自
己”的计划，暖心的画面令读
者爱不释手。

近几年，国漫不仅在选题
上深挖文化价值，而且成功实
现了表达上的转化，以平等、
质朴的态度，帮助读者释放感
情或认知上的焦虑。在碎片化
的读图时代，当代国漫给人们
提供的，并非信息图片化所带
来的单项刺激，而是顿悟与体
认的契机。优秀的创作者们兼
具融媒体时代知识素养与技术
表达的双重才能，其作品既有
入情入理的思考，也有入心入
眼的抚慰。相信未来的原创漫
画会在更多新领域发挥独特的
诠释优势，让更多人找回久违
的“会心一笑”，感受到生活
中的智慧与幽默，保持积极健
康的思维方式。

《明亮的黑眼睛——赵
丽宏致小读者》（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无论在
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是很
有品质、很有境界的一本
书，可以说是中国童书难得
的一次令人喜悦的收获。

作为散文名家，写作
50 年来，赵丽宏的作品被
翻译成英、法、俄、西班
牙等十多种文字在海外发
表出版，并入选超过百种
中小学语文课本和各种语
文读本、试卷和教辅。

在这本书信体散文集中，富有诗性和哲理的文字，加上
那一幅幅让人想当作珍贵艺术品立即收藏的绘画，完美诠释
了关于成长的核心话题。

人的一生中，大概成长时期的思维是最为活跃的。年轻
的大脑尚未受到世界的污染，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纯净，因为
没有太多的禁锢，反而使他们的大脑有着十分宝贵的想象空
间，激情浩荡、活力四射、思维灵动，非常自由，那些干干
净净的思想，那些大大方方的思想，甚至是一些惊世骇俗的
思想，就在这种思维状态下诞生了。

但这个时期也有成长的烦恼困惑，即所谓的成长之痛。
赵丽宏以过来人身份，更以一个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见
解，推心置腹地和孩子们谈他对成长的体会和认识：关于孤
独，关于生命，关于勇敢，关于路上。他想把自己的人生经

历和体验，他对生命、自
然、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平等地传递给那些拥有明
亮黑眼睛的孩子。

赵丽宏上初中的时
候，家里经济紧张，除
了车钱，父母几乎不给
他零花钱。一个读技校
的哥哥，每月可以从学
校领十几块钱，哥哥省
吃俭用，省下一块钱来
悄悄塞给他。

“我用这每月得到的
一块钱，买了不少文学名
著。我后来才知道，为了
省下这一块钱，哥哥每个
星期回家都不坐车，走回
来，有时饿着肚子走十几

里路。就是这个哥哥，当他上班第一次拿到工资后，几乎倾
其所有，陪着我到一家旧货寄售商店，买了一把旧小提琴送
给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弟弟是多么迷恋小提琴。”赵丽宏
到乡下插队时，在偏僻的村庄，独自在一间漏雨的茅屋中拉
这把小提琴时，感受到哥哥的关爱，让他在应对艰苦环境时
多了一点力量。文学名著、音乐，这些或许正是丽宏成为今
天的赵丽宏的重要精神滋养源泉。这些近乎白描的语言让人
感动莫名，充分体会到亲情的厚重。

撇开这些文字所阐释的主题，单纯对这些文字本身的阅
读，读者也能从中收获审美、语言文字的熏陶和写作方面的
启示。

可以说，该书每一篇都是很不错的散文，其中有很多文
字可以单独欣赏。

我们随便找出其中一段看看：“沙哑、粗浊的锯声随着一
阵断裂的爆响消失了。然后是树叶摩擦的沙沙声，是树枝碰
撞折断的咔嚓咔嚓声……最后是一声沉雷般的巨响，大地为
之微微颤抖了几下。一棵大树倒下来了！”准确、生动，并很
有画面感，充分显示了赵丽宏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造诣。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
副主任）

以漫画形式记录庚子年
初这段抗击疫情的历史，又
是从女性的角度着墨，实在
是 非 常 独 特 的 。 所 以 ， 当

《看我巾帼战“疫”七十二
变》（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书
摆在案头，我马上就有了品
评的欲望。

思量再三，以万“变”
不离其“宗”为题，算是对
书名的呼应。“变”是外化于
行的角色担当，“宗”则是内
化于心的信念精神。

抗击疫情是一场人民战
争。有人说，这场战争留下
了两个独特的印记，一是中
国女性的高光表现，二是年
轻一代的闪亮登场。在逆行

湖北、武汉的 4 万余名医护
人员中，女性占到2/3。其中
数量庞大的护士群体，绝大
部分又是“90 后”甚至“00
后”的青年女性。

《看我巾帼战“疫”七十
二变》 传神刻画了中国女性
在疫情防控前后方的多元角
色 、 多 种 站 位 ， 她 们 “ 变
身 ” 白 衣 战 士 、 社 区 工 作
者、执法人员、志愿者、记
者……是中国抗疫故事当之
无愧的女主角，她们的奉献
精神值得被珍藏、被珍惜。
中国女性事不避难、义无反
顾的身影，因为这本书的出
版被永久定格，成为历史底
稿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站起
来”的中国女性把自己的命
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
连在了一起。国家有大事，
女性有担当，这既是共和国
女性的奋斗史，也是她们的
精神成长史。男女平等，自
尊 、 自 信 、 自 立 、 自 强 的

“四自”精神，成为当代中国
女 性 的 精 神 谱 系 、 价 值 坐
标，塑造了当代中国女性的
精神气质，形成了属于中国
女性的独特精神美学。

在我的理解中，“四自”
精 神 就 是 当 代 中 国 女 性 的

“心学”，她们自尊于己、自

信于心、自立于世、自强于
外。借由“四自”精神的锻
造、淬炼，中国女性散发出
强大的、迷人的内生力量，
并投射到社会生活和家庭生
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

在 抗 击 疫 情 的 危 难 时
刻，中国女性蕴藏的这股内
生力量，在短时间内得到了
集聚和激发。无论是广大女
医务工作者的救死扶伤、医
者仁心，还是各条战线女同
胞的忠诚履职、顽强拼搏，
都是战疫的关键力量，熠熠
生 辉 的 高 光 时 刻 便 由 此 而
来。这种精神、这股力量，就
是万“变”不离其“宗”之本质
所在、本源所在。

漫画向以诙谐、轻松见
长 ， 用 来 记 录 重 大 历 史 事
件、描绘中国女性的精神肖
像，这种探索需要极大的勇
气。令我感佩的是，这本书
的编者、绘者用洗练的文字
和简练的线条，生动而精准
地再现了抗疫女性群体的风
貌。印象最深的，便是对三
位 驰 援 武 汉 的 女 院 士 李 兰
娟、陈薇、乔杰的描摹，似
曾相识、惟妙惟肖、呼之欲
出 ， 可 谓 “ 细 微 处 见 精
神”，创作者的功力和用心
可见一斑。

让我们一起来致敬这些
难忘的面孔，收藏这段难忘
的历史吧，以漫画的名义。
然后，向着美好生活，再出
发！（作者系中国妇女报社总
编辑）

前不久，5 集纪录片 《但是还有书
籍》在首播4个月后重又被刷屏。该片去
年底上线哔哩哔哩 （简称B站），目前总
播放量652.9万次，豆瓣评分9.2，颇受年
轻人喜爱。

网友们的厚爱，意外延长了这部纪
录片的生命力。目前在网络领域，像这
类题材不算大众却又能被广泛关注，继
而“出圈”的节目并不多见。

《但是还有书籍》并不是一档纯粹的
读书节目，否则就更“小众”了。它也不是
普普通通的纪录片，而是读书与纪录片合
二为一，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应该属于“读
书+纪录片”。它也不是一个荐书节目，而
是讲述与书相关职业人的故事。

不管你爱不爱读书，都不会影响你
喜欢上这部纪录片，因为里面的人和故
事都很有意思，温馨而富于情怀。5集分
别讲述了图书编辑、二手古旧书收藏流
通者、绘本作家、图书设计者、阅读关
注者等不同类型的人物故事。书籍竟然
吸引着这么多人默默做着推广书籍、倡
导读书的事情，它的魅力必然吸引更多
人走近阅读。

几年前，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曾风靡全国，它不单讲美食，而是与美
食有关的人和物的故事，观众通过这种
讲故事的方式，最终珍惜那些来之不易
的美味。《但是还有书籍》同样如此，落
脚到人，最终又回归到书本身，从而唤
起了更多人对书的热爱。

具体到节目制作本身，这部纪录片也可圈可点。每集长 30 分
钟，非常适合网上观看——短了呈现不了多少内容，长了又可能让
网友产生视觉疲劳。一些过渡性环节采用漫画形式，增加了动感和
喜感，艺术感染力很强。邀请演员胡歌担任解说，也是一大亮点。
胡歌的普通话功底非常深厚，语言穿透力堪称一绝。

《但是还有书籍》走热给多方带来启迪。首先，书籍要推广，阅
读要普及，采用与纪录片等艺术相结合的方法值得尝试。其次，电
视文艺工作者也可从中借鉴经验，从生活中找点子，哪怕是小众的
也有价值，也值得做，从而制作出受欢迎的节目。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半小时漫
画世界史》长期占据畅销书榜前列、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
子》销售百万、各种小林漫画书火热
上市，让我们注意到一种似乎更易为
现代人所接受的表达——漫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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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抒写故宫传奇
□ 文 一

蔡志忠漫画蔡志忠漫画

书中插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在快手平台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举行 《故宫六百年》 新书云发布会。2020年故宫将迎来
六百华诞。作家祝勇的 《故宫六百年》 以紫禁城建筑的
空间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
标，立体、全景式地反映紫禁城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
过对紫禁城六百年历史的回顾，揭示定都北京的历史意
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殿建筑、园林、绘画、读书藏书
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成就。

祝勇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在
这位“故宫人”眼中，书写故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情，祝勇说：“紫禁城的宏大，不仅使营造变得不可思
议，连表达都是困难的。这让我的心底生起来的那股言
说冲动，每次都铩羽而归。它太大了，它的故事，一千
零一夜也讲不完。”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祝勇
近年来持续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
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一个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

该书是祝勇推广故宫文化、讲好故宫故事的又一次
努力。他选择了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来书写故宫。“在故
宫，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
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
的历史风云。面对每一个
建筑空间，我只能选取一
个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
片 ， 依 附 在 不 同 的 空 间
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
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
家跟随我的文字走完故宫
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
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完成了
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
与重温。”祝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