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连环画的社会礴僵

作为大众文化的连环画
,

在 世纪 年代之后
,

由于 自

身的表现内容等遭到社会的指责
,

致使社会声誉 日渐下跌
,

逐渐形成
“

低级庸俗
”

的社会形象
。

事实上
,

在连环画的历

史回溯中
,

其低下的社会形象并不是由来如此
,

而是有一个

变化形成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从连环画的出版商
、

表现

内容到连环画作者等因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正是这些

变化导致了连环画社会形象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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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主
。

因而
,

连环漫画和小

要是以短篇或连

小的单行本 而

版上属于不同的

往来
,

连环漫画

在当时人们并

是说人们还没有

所以实践中连环

二者是两种相对

于漫画杂志
,

漫
”

表现形式的故

并没有起到改变

连环画形式
,

即

艾思奇指出
“

在

环图画外
,

更有

迅在论证连环画

介绍了不少国外

年受鲁迅的影响
,

刻连环画
,

如鲁

而作的居多
,

所

是看不懂
。 ”

〕

思想性
,

却难以

没有产生更大

产生直接的影响
。

旧连环画的社会

局出版了五种连

李毅士创作的

展
,

受到好评
。

前后共印行过九

被认为是下等庸



俗的 —当然
,

这同 年代连环画还处于发展成型之中
,

还

没有被社会注视有关
。

但是
,

毕竟这个时期的表现内容还没

有那么低级荒诞
。

也就是说
,

连环画后来在表现内容上出现

低级庸俗的现象
,

受到社会舆论批评
,

是有一个变化的过

程
。

那么
,

连环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

二
、

连环画出版商的变换

从连环画出版商的角度来说
,

其主体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

清末民初
,

早期连环画的出版发行商都是比较正规的书局或

画报社
。

比如
,

出版 《红楼梦写真 》的是云声雨梦楼 出版

《三国志 》的是文益书局 出版 《薛仁贵征东 》的是有文书局
,

“

点石斋画报社
” 、 “

真相画报社
” ,

原来出版唱本
、

善本转而

经营出版连环画的小书商
,

如
“

广记书局
” 、 “

宏泰书局
” 、 “

久

义书局
” 、 “

广义书局
” 、 “

志成书局
” 、 “

泰兴书局
” 、 “

惜阴书

局
”

等
,

〔 〕直到 年出版 《连环图画三国志 》的上海

世界书局等
。

这些书局或画报社无论规模大小
,

所出的连环画
,

从选题
、

编辑
、

绘制等方面都能遵循基本的出版规范
,

有一

对此记述到
“

出第一部连环图画的文益书局
,

资力雄厚
,

有石印机
,

只出售不出租
。

后来有姚文海
、

蒋春记两家仿

印
,

他们绘了十幅图
,

立刻付印出版
,

一天 出一本
,

有时

二十多天才出完
。

为着资金的缺乏
,

他们不可能等出齐再

卖
。

但在出齐前
,

推销很不容易
,

就想出租书的办法
。 ”

〔 〕由此可知是小出版商参与了竞争
,

因为资金的缘故先

想出租书的办法
。

然而
,

赵家壁却认为是
“

杨树浦工厂区几

个经售唱本
、

代售
‘

小人书
’

的摊贩
,

想出了一个出租
‘

小

人书
’

的新办法
” 。

〔巧 〕显然
,

阿英和赵家壁两个说法不

同
,

一个认为是书商
,

一个认为是摊贩最先想出了出租的办

法
。

由于现有资料的缺乏
,

很难对这两个说法加以甄别
。

然

而
,

对这两种说法细加分析
,

似乎最先提出者两方都有可

能
,

但是书商脱离摊贩
,

或摊贩脱离书商单方面想出出租办

法并加以实践似乎也不可能
。

摊贩都是本小利薄
,

如果摊贩

不断地买一整套连环画拿来出租
,

在资金上会有些困难
,

也

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因而单独提出租书的办法可能性要小
。

那在操作上就不可

比较合理
。

因此
,

租

贩共同创造的结果
。

仅对出版商和摊贩有

看书
,

甚至可以随时

就会越来越多
。

相应

新书也就越出越多
。

然也跟着多起来
。

由

量出现
。

这样
,

连环

画出租摊了
。

的基础上
,

逐步形成

市
,

以后又发行到国

的初步形成
,

连环画

到两千本左右
。

〔 〕

颇丰的行业
。

从出租

的出版以获取更大的

不空想
,

而是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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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
。

出租摊主长时间出租经营连环画
,

因此对连环画读

者的喜好和要求比较熟悉
,

对连环画出版过程也比较了解
。

重要的是
,

那时经营连环画出版业务
,

纸张和印刷费用可以

赊欠
,

待书出售后才付钱
。

这样
,

只要具备一部画稿的稿费
,

就可以印行连环画了
。

〔 〕凭借这样的现实条件
,

一些摊主

开始自己找画家出书
。

一旦小人书出版
,

盈利丰厚
,

加上经

营得法
,

逐步积累
,

有些摊主便逐渐成为连环画出版业中的
“

大

同行
” 。

〔 〕这样
,

自 年以后
,

连环画的出版便逐渐操

纵在这些由出租摊主发展而来的出版商手里
。

年左右
,

这样的书商已经发展到约有三十余家
,

基本上把持了连环画

的出版业
。

〔 〕连环画发行对象由读者转为出租书摊主
,

不

仅使摊主获得机会逐步转变成为连环画出版商
,

也使得像世

界书局这样的大出版社退出了连环画出版业
。

很显然
,

大书

局资金雄厚
,

可以成套出书
,

价格较贵
,

不能适应发行对象

的特点和要求
,

因而滞销 另外
,

也由于后来连环画的内容

趋于庸俗低级
,

常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
,

他们怕影响自己书

处在发展中的连

了连环画的创作

忆旧 》一文中曾

是连环画出版的

触目的
,

是一眼

被悬挂着的衣

至描写得更为详

婆店
,

至多雇佣

免寒枪 ⋯⋯除了

窗
,

所有墙面
,

内排满了正面竖

局老板们的记述

至连 自己的名字

签名时
,

从身边

不露馅
,

还可以

乾
,

原就是个目

得一些书店的老

意义好
,

哪怕

〕在上海旧连

皮
” 。

旧连环画

商保存
。

于是有

者将原来的底稿

去
,

加以调度
,

缮写新的说明

问世
。

此风一

样翻新
。

这样的

上当受骗
,

对于

的风格
,

署上相

借此蒙骗读者
,

环画书商为尽快

不济
,

书商便劝

积劳成疾
,

书商



为使其尽快完成画稿便劝其吸食鸦片
,

另一位优秀的青年画

家周云舫也是被引诱吸上了鸦片
,

终因毁坏了身体而早年离

世
。

〕连环画书商为赚钱利
,

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让连环

画家卖命毫不奇怪
。

因为
,

在书商的眼里
“

画画先生像一只

狗
,

只要老子手里有肉骨头
,

狗就会跟着我走
,

有钞票还怕

请不到画画的
。 ”

〔 〕连环画书商对画家只是这样的一种认

识
,

怎么可能谈得上对画家的尊重 更不用说连环画 自身发

展的问题了
。

年五六月间
,

鲁迅曾同赵家壁谈起连环画

问题
。

希望到出版连环画的圈子里
,

找几位高明的画家
,

由

这边供应好的文字脚本
,

请他们画中国历史上大家知道的人

物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

然而赵家壁前后两次努力想找画

家都没成功
,

旧连环画家完全被书商控制
。

最后
,

鲁迅劝其

不要再去找那些
“

霸头
”

了
。

〔 〕从鲁迅和赵家壁想努力改

变连环画现状的经历中
,

不难看出连环画书商不仅 自己不愿

意也不懂得怎样去发展连环画
,

还不允许别人参与进来
。

为

自身的利益
,

这些书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封建帮会
,

完

容的出现有一个蜕变过程
。

当然
,

不能说由书贩摊主转变来的

出版商就一定要出版
“

庸俗低级
”

的连环画
,

毕竟文化水平低

和内容的
“

庸俗低级
”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

根据现有的资料
,

可以对当时的连环画内容作一个统计
,

列表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
,

此表是根据现存有限的连环画书目统计

制作的
,

〕难以涵盖民国连环画出版的全貌
。

世事沧

桑
,

民国时期大量的连环画已散失不见
,

资料难觅
,

只能据

以现存的部分连环画以窥当时的基本面 目
。

之所以选择
一 年这一时段

,

是因为连环画内容上的变化主要出现在

这个时期
。

年是世界书局出版连环画的前一年
,

连环画

在内容上还没有被批评 年是连环画声誉 日跌
,

民国政

府要予以取缔的一年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连环画的题

材内容基本上是言情
、

武侠
、

神怪
、

传奇
、

侦探
、

演义
、

滑

稽等
。

年言情的内容占到
,

武侠占
。

年之

后
,

武侠
、

神怪的内容开始逐年上升
,

到 年高达
,

也就是说 年前后
,

连环画的内容完全是以武侠为主了
。

滑稽等内容有所上

神怪的内容占有绝对

等内容一直也占有一

戏曲故事除 年之

连环画的取材内容

故事转变成以武侠
、

红蝴蝶 》 《王光剑侠

《绿林奇侠传 》 《旁

武侠连环画来看
,

均

然
,

还有很多的连环

演义
、

滑稽
、

其他他

·

, 一 美术观案 ,



画是胡乱地改写了武侠小说的名目
,

改头换面
,

但无论怎样

都逃不脱武侠小说的基本路数
。

茅盾对当时的连环画有过这

样描述
“

现在凡是神怪的武侠的旧小说
,

不论好歹
,

差不

多全已有了
‘

连环图画
’

的本子
,

其次如 《火烧红莲寺》一

类的电影片子 连环图画小说本子的 《火烧红莲寺 》是根据

了 《火烧红莲寺 》的影片改制而不是根据那小说 《江湖奇侠

传 》 这两项都是一种书有两三个不同的连环图画本
。 ”

〔 〕自 年开始
,

上海世界书局陆续出版了 《三国志 》

等六种连环画
,

其中一种 《火烧红莲寺 》是用副牌普益书局

名义印行的
。

〕世界书局用副牌书局出版 火烧红莲

寺 》
,

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

连环画 《火烧红莲寺 》便是

取材电影 《火烧红莲寺》
。

当然
, “

从银幕上的 《火烧红莲

寺 》又成为
‘

连环图画小说
’

的 《火烧红莲寺 》实在简陋得

多了
,

可是那风魔人心的效力依然不减
。

看过 《火烧红莲

寺 》的小市民青年依然喜欢从那简陋的
‘

连环图画小说
’

上

温习他们梦想中的英雄好汉
。

他们这时的心情完全不是艺术

续出版 顾明道的 《荒江女侠 》
,

共六集
,

风行一时
,

被改

编拍成 集影片
,

也被编成京剧
。

此外
,

还有于芳的 申弹

乾坤手 》
、

王浩然的 《九义十八侠 》
、

文公直的 《剑侠奇

缘 》等
,

最有影响的是 《江湖奇侠传 》
,

〔 〕先后被编成

电影
、

京剧等
。

对于此时的武侠小说状况
,

茅盾在一篇文章

中记述到
“

一九三 年
,

中国的武侠小说盛极一时
。

自

《江湖奇侠传 》以下
,

模仿因袭的武侠小说
,

少说也有百十

来种罢
。

同时国产影片方面
,

也是武侠片的全盛时代 《火

烧红莲寺 》出足了风头以后
,

一时以
‘

火烧 ⋯ ⋯
’

号召的影

片
,

恐怕也有十来种
。 ”

〕
“

神怪片
”

或
“

武侠神怪

片
”

《火烧红莲寺》于 年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上海明星影

片公司推出前三集
,

并且一炮走红
。

这部影片的热映
,

宣告
“

神怪片
”

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头
,

很快占领了国内及南

洋的大部分国产片市场
。

《火烧红莲寺 》打响之后
,

先后就

出现了 《火烧平阳城 》
、

《火烧七星楼 》
、

《火烧青龙寺 》

等数量可观的
“

火烧
”

电影系列
。

由于市场红火
,

《火烧红

《荒江女侠 》自

统计
,

此时武侠

〔 〕武侠小说
、

封建的小市民要

建势力对于动摇

官污吏
、

土豪劣

污土劣
,

但同时

而不劣
,

作为对

是小说或影片中

一定又是依靠着

野
’

的侠客一定

态的角度分析武

他商业经济
、

文

样的原因
,

武侠

会的影响却是明

响及粗制滥造作

在无形中扩大了

水猛兽
,

一方面

眉道上有许多神

雄主义
,

到处的

在剧作结构上荒

的迷信思想和蛮

混沌无序的不

电影检查委员会
“

神怪片
”

的

热映
,

自然为连

画因武侠小说
、

途遭到查禁
。

连

然可以推想
。

由

造
,

有的一书起

〔 蒙骗读

此胡编乱造
,

蜂



拥而上
,

甚至 年代仍然还有 《火烧红莲寺
、

火烧太师

府 》
、

《火困幽魂谷 》等此类连环画
,

粗制滥造之风可见一

斑 有的内容上更加朝向荒诞低级发展
,

这样的情势进一步

恶化了连环画的声誉和社会形象
,

当然要遭到社会舆论的批

评
。

如同查禁武侠片一样
,

民国政府也有取缔连环画之意
。

连环画的
“

大同行
”

于是合力成立了一个
“

上海图画小说

业改进研究会
” ,

以此名义组织连环画出版商接受政府的审

查
。

然而
,

这不过是个幌子
,

政府社会局在接受了出版商的

贿赂之后
,

连环画的出版几乎依然如故
。

〔 〕由于
“

大同

行
”

出版商的控制
,

使得连环画没有像电影那样在走入歧路

之后进行调整
,

并且一直沿着武侠荒诞的道路走下去
,

终至
“

庸俗低级
”

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

连环画之所以紧跟武侠小说
、

电影之后深受其影响
,

这

同其自身特性密切相关
。

连环画是文字和图画结合的艺术表

现形式
,

要依靠两种语言共同配合
。

历史地说
,

连环画的形成
,

就是先有故事
,

后才依据文字故事而绘成图画
。

叙述故事最

着相 当的影响
。

见 《叶浅予先生谈连环画 》
,

《连环画报 》 年第 期
。

【 〕艾思奇《连环图画还大有可 为》
,

见《中华日报 》 年 月 日
。

〔刃 香迅指导翻 印的外国木刻连环 画有比利时画 家麦绥莱勒的 《一

个人的受难 》
、

《我的忏悔 》
、

《光明的追求
、

《没有字的故事 千四 种
。

见赵家壁 《普迅与连环图画 》
,

《连环画论丛 》 年第 辉
。

【 〕普迅 《致赖 少麟信 》
,

见 《香迅论连环 画 》
,

中国连环 画 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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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原放
、

孙顺《上海出版志 》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 月版
。

张静庐 《中国出版史料补编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 阿英《中国连环 图画史话 》
,

古典艺术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 〕黄若谷
、

王 亦秋 《从北公益里到桃源路 一 旧连环画独特的

发行方式》
,

见 《连环画艺术 》 年第 期
,

第 页
。

〔 〕容正 昌 《连环图画 四 十年 一 记连环图画展 览会
,

见 文汇报

年 月 日
。

〕〔 〕〔 〕大香《漫谈连环 画的发展史 》
,

见 《出版史杆 》

年 第 期
,

第 页
。

〔 〕
“

大同行
”

就是那些资金比较雄厚
,

资格比较老的连环画 出版商
。

是 当时的叫法
。

究》 年 月第 期
。

”

》
,

见 《连环 画 艺术 》

艺术 》 年第 期
。

胃 」—
旧 连环 画界的

期
。

亲朱润斋
,

见 《连环 画

连环图画研究》第 期
。

年代 》
,

中国连环画 出

连环 画书 目而作
。

书中

国时期 的连环 画来说
,

海前后 出版的旧连环画

书摊上经常流转的品种

年
,

上 海审读的旧 连环

上海解放初期处理反动

年第 期
。

史料 》 年第 期
。

文 集 第 辑 一

史抖 》 年 第 期
,

。

从 年起连载于

凡 回
。

其中
“

火

红莲寺 》均改编于此
。

杂志 》第 卷第 号
。

卷
,

中国 电影 出版社

电影 》
,

中国 电影 出版

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 》
,

处理反动淫秽荒诞图书

”

》
,

见 《连环 画 艺术 》

年 月第五六期合刊
。

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美术观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