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 1期

No.1.2004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 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年 1月
Jan.2004

收稿日期:2003-12-10

作者简介:陈　星(1957-),男 ,浙江杭州人 ,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 、编审 、硕士生导师。

学术短长书

关于丰子恺的木刻漫画

陈　星
(杭州师范学院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在丰子恺的画作中 ,有一些是采用木刻的表

现方法发表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在抗战期间

出版的画集《画中有诗》 。该画集中所收集的画 ,

是丰子恺选取古诗句 ,以现代人的关照而创作的。

丰子恺在自序中明确地说:“近来积累渐多 ,乃选

六十幅付木刻 ,以示海内诸友 。名之曰《画中有

诗》 。”[ 1]其实 ,丰子恺从他漫画的起步阶段就已

经用木刻的形式发表画了 。在当代的丰子恺研究

者中 ,最早研究这个现象的是毕克官 。由于朱光

潜先生是丰子恺的同代挚友 ,又由于朱光潜曾经

写有一篇题为《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的文

章 ,毕克官于 1979年 9月 15日拜访了朱光潜 ,并

于1981年 6月 4日再次造访 。关于这两次访问

朱光潜的情况 ,毕克官在《美术史论》1982年第 2

期上发表了《朱光潜谈画———关于〈子恺漫画〉的

两次谈话》一文 。此文后来又被毕克官收入《漫画

的话与画》[ 2]一书 ,同时附文《现代木刻版画的先

行者 ———李叔同和丰子恺》(曾在《美术史论》1993

年第 4期发表)。毕克官在《现代木刻版画的先行

者———李叔同和丰子恺》一文中说道:

丰子恺毕业之后创作过木刻 ,他自

己的文章未曾记述 ,亦未听亲友提过 ,我

个人与丰先生多年过往也从未听他提过

这事 。最早披露这件事的却是丰先生的

挚友 、美学老前辈朱光潜先生 。我从 20

年代末叶圣陶先生主编的桂林版《中学

生》杂志复刊第 66期上发现了朱先生的

《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一文。文中有这

样的记述:

“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 ,就拈一

张纸作几张漫画 ,画后自己木刻 ,画和刻

都在片时中完成 ,我们传看 ,心中各自欢

喜 ,也不多加评语。 ……”

(引文中所谓“20年代末”估计是笔误或排印

错误 , 因为朱光潜此文发表的时间是 1943 年 8

月。)

其实 ,丰子恺自己在文中也是说过作木刻的 ,

如前述他在《画中有诗》的自序中就有交代;朱光

潜也不是第一个披露丰子恺作木刻的人 ,起码丰

子恺出版《画中有诗》就比朱光潜写文早了几个

月。但是必须承认 ,毕克官在文中提出的问题很

值得重视 。

毕克官在文章中主要说了两层意思 。一是李

叔同和丰子恺是中国近现代木刻版画的先行者和

实践者 。其立论的依据是:在 1912至 1918年间 ,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以李叔同 、夏 尊为指

导教师的乐石社 ,丰子恺是成员之一 。该社曾印

有《木版画集》 ,都是成员们“自画 、自刻 、自己印刷

的作品 ,其中有李叔同 、夏 尊等的木刻 。”[ 3](同

时毕克官还以为李叔同在 1912年刊于《太平洋

报》上的部分广告画也有可能是木刻)这说明 ,李

叔同倡导并实践木刻 ,比 20世纪 30年代左翼木

刻活动先行了十几年 。虽然 ,乐石社时期的《木版

画集》至今未见实物 ,但比它稍迟几年 ,即 1924年

前后 ,丰子恺的木刻画总算是能见到了 。毕克官

在文中转述了朱光潜的话:“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

马湖时候 ,即 1923 、1924年间 。我们大家经常在

一起谈天 ,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即就刻 ,刻好后

就传给我们看 。我记得很清楚 。他最早的一些

画 ,是亲自作过木刻的 。”接着 ,毕克官写道:“而

且 ,朱先生还谈到 ,丰先生在开明书店办起来之

后 ,许多书籍插图都是丰先生亲手木刻出来的。

他呼吁应该收集出版这些画作。”毕克官认为 ,在

丰子恺的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中 ,至少有以

下诸画应该是刻出来的:

《阿宝赤膊》 。头发的“刘海”部分 、

裙子前面的双线及“赤膊”二字 ,都留有

明显的刀刻痕迹 。

《晚凉》 。拖鞋 、头发 、灯泡及“凉”字

都能看出刀痕。

《立尽梧桐影》。整个画面的刻味很

深。梧桐的树干有明显的刀刻味。

《爸爸还不来》。门框靠里的那条竖

线 ,其末端的刀痕再明显不过了。用毛

笔信手拈来是出不了这种效果的。

毕克官认为 ,如果依照朱光潜的回忆 ,对丰子

恺早期漫画中运用木刻手段表现的画例可能会更



多。这是对研究者的一个启发 。比如 ,按照这样

的思路研究问题 ,目前所见丰子恺最早发表在

1922年 12 月 16 日《春晖》第 4 期上的《女来宾

———宁波女子师范》或许也是一幅木刻 。这样 ,问

题就被提出来了 。丰子恺的这些木刻究竟应该被

认作是漫画 ,还是木刻版画呢? 日本学者吉川健

一对此就提出过疑问 。他在《丰子恺绘画新探》一

文中专门有“丰子恺的画 ,究竟是不是`漫画' ?”一

节。他认为 ,不应将丰子恺的漫画简单地视为目

前所认识的“讽刺漫画” ,他承认丰子恺的漫画文

学性很强 。接着写道:“笔者之所以提出丰子恺的

画 ,究竟是不是`漫画' 这个问题 ,除了上述理由

外 ,还因为他一些被大家称之为`漫画' 的作品 ,可

能实际上是当初制作的木刻。这样一来 ,其绘画

的性质就不同了 ,也不太符合丰子恺自身解释的

`随意性' (̀漫 ,随意也。凡随意写出的画 ,都不妨

称为漫画……。' ———见《漫画创作廿年》),因为木

刻这个制作行为很难说是`随意性' 的。他所说的

漫画 ,`感觉同写随笔一样' (见《漫画创作廿年》)。

但目前 ,包括丰子恺自己都把这些类似木刻的作

品归入了他的`漫画' 里。”[ 4] 吉川健一将问题提

了出来 ,并倾向于应该先从画种上予以区别 ,然后

具体来考察 , “因为至少有不少作品在性质上不属

于漫画。”可惜吉川健一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而

是说:“这个问题只能当做一个课题留待进一步探

索 ,这里姑且按通说的`漫画' 来看待 ,尽管有很多

不适当的地方 。”笔者以为 ,应该十分感谢毕克官

先生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就画例作了

分析 ,也同样欣赏吉川健一提出的要将此问题视

为学术课题来进行研究的观点 。这是一种严谨的

治学态度 。问题是 ,今天研究丰子恺漫画 ,确须对

此作出回答 ,至少得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笔者以为 ,研究这个问题 ,应从两方面立论:

第一 ,如果将丰子恺的这类画孤立起来看待 ,可以

说它们是木刻。是一种具有漫画意味的木刻 。从

这个角度看问题 ,可以将丰子恺视为中国现代木

刻较早的实践者;第二 ,如果从丰子恺本人的角度

看问题 ,它们又是一种漫画。毕克官将其称为“木

刻漫画”[ 2] 。其定位是在“漫画”二字上 。站在这

样的角度看问题 ,是符合丰子恺本人实际的 ,它们

是丰子恺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 。首先 ,按照丰子

恺的漫画理论 ,漫画的定义是:“漫 ,随意也。凡随

意写出的画 ,都不妨称为漫画……。”[ 5] 所谓“随

意” ,即不是刻意的。朱光潜已经说得很清楚:“酒

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 ,就拈一张纸作几张漫画 ,

画后自己木刻 ,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 ,我们传

看 ,心中各自欢喜 ,也不多加评语 。 ……”[ 6]所谓

“片时中完成”很能说明问题 ,即是“随意”的而不

是“刻意”的 。在丰子恺看来 ,他用木刻来作为漫

画的表现形式 ,只不过是工具不同而已 。其次 ,丰

子恺本人从来都将这类画视为漫画 ,并早在他的

第一部漫画集《子恺漫画》上就刊布了这类画作。

而在丰子恺此后谈论他自己漫画的文章中 ,在介

绍到其中《爸爸还不来》《阿宝赤膊》等画时 ,仍称

其为自己的漫画 。[ 7]当然 ,诚如吉川健一在论文

中阐述的那样 ,丰子恺以木刻为漫画的表现形式

应该也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吉川健一

说:“关键是 ,这些竹久梦二的作品都是由刻成的

木板印刷的 ,尤其是《梦二画手本》 , 印得比较模

糊 ,很可能是为了追究这种画风进行过类似的制

作。”[ 4]竹久梦二如此 ,丰子恺应该也是如此。他

的目的不在为作木刻而作木刻 ,他是借另一种表

现形式在发表漫画。其目的应该也是为了追求某

种风格。至于抗战期间出版的《画中有诗》 ,情况则

又不相同。中国现代印刷业 ,制图一般用锌版 ,讲

究一点的则用珂罗版。抗战时西南内地条件艰苦 ,

采用木刻乃不得已而为之 。《画中有诗》印制粗糙 ,

缺乏韵味 ,显示不是丰子恺有意追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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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叔同的文化性格

曹 布 拉
(杭州师范学院 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

近一个世纪以来 ,关于李叔同的出家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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