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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加强中德文化交流 
 

中国“小人书”亮相法兰克福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怀成  
 

  “中国连环画选展”日前在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拉开帷幕。这是 2009 年法兰克福书展中
国主宾国活动系列展览的第三个主题展览。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主任韦荷雅教授、法兰克福大学

孔子学院院长碧安妮、中国版本图书馆对外合作与事业发展部主任张连平等嘉宾在展览开幕式上

致辞。韦荷雅教授说:“我们很高兴能在法兰克福孔子学院举办本次画展。我们希望通过‘小人书’
让德国观众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信这个展览对德国观众来说会很有意思。”  
  据张连平主任介绍,本次展览分为实物展品、介绍历史的图文展板、作者手稿三个部分。他说,
考虑到场地有限,选取的大部分展品都是中国传统文学题材,不仅能向德国观众介绍中国的传统文
化,也能使他们领略中国的传统美术。例如王叔晖画的仕女,其工笔重彩的画法具有独特的中国韵
味。  
  中国连环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汉代,是中国极富传统的一种艺术形式。新中国
成立后,连环画迎来了创作与出版的新生,成为 20世纪 50年代至 80年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美
术出版物。由于它在中国流行时有着大量的儿童读者群,因此又被亲切地称为“小人书”。“小人书”
的创作秉承了浓厚的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又借鉴、融合了西方其他画种及艺术形式的精华。作为一
种通俗艺术形式,它直接面对普通大众,创作上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也是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
品形式之一。它的创作和出版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今天 40 岁以上的中国人当年大多是“小
人书”的忠实读者。说“小人书”的出版创造了一个古今中外少有的文化奇迹,一点也不为过。  
  展览第一天就吸引了众多德国人前来参观。虽然德国没有“小人书”这种出版形式,也找不到
连环画或者“小人书”的德语译法,但这些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德国观众对“小人书”的兴趣和理
解。有观众告诉记者,他们虽然看不懂文字,但能看出画面前后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只要旁人稍作
解释,他们就可以明白一大串内容,的确很有意思。一些观众表示,“小人书”中的图画十分独特,不
同于今天的漫画或者动漫,它更很讲究美感。一位初学中文的女士说,看了展览她能理解为什么儿
童喜欢“小人书”,因为它做到了图文互补。  
  谈到本次展览的意义,中国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组委会官员贾惠丽女士认为,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之际,“中国连环画选展”亮相德国,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亮点。在长达一个月的展览中,
琳琅满目的展品、丰富多彩的形式和翔实深厚的信息将为德国各界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一个

难得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