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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谓漫画？
如今作为大众文化而极其繁荣的漫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关于其形式方面的特征最近已经以各种形式讨论过了。
有使用漫画符号的文字气球，将一幅幅画面连接起来，云云。
的确，重视这种表现形式也无疑是接近漫画这一真相不明的文化的方法之一。
一般认为，和现代文学中文体论的发展一样，漫画也需要其特有的文体论。
现在这种探讨盛行一时，对于漫画这种文化来说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但是，就算弄清楚了表现形式的细节，那漫画到底是什么呢？
这一疑问仍然存在。
在表现方式论到处出版，但是缺乏与时代紧密相关、具有历史性视角的漫画文体论的现状下，可以说
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到底何谓漫画？
其繁复的生命力的秘密是什么？
　　本书试图以漫画，尤其是战后极其繁荣的“故事漫画”所引发的事件为线索，再次思考“何谓漫
画”这一根本问题。
漫画在玩耍。
漫画在诱惑。
漫画在叫喊。
漫画在打破禁忌。
而且，有时漫画会伤人，歧视人，并引发无可挽回的事件。
所有这一切就是“漫画”这一莫名其妙的表现形式的真面目。
　　对于漫画所表现出来的架势，甚至有时是粗暴且不安定的架势，人们会感到惊愕和恐惧。
本书试着从今天的视角对这些架势的痕迹进行了重新组织。
到底什么地方被大家认为是有问题的，又有哪些东西被大家讨论过呢？
读者根据漫画在社会上所留下的痕迹，应该多多少少可以获得一些对于到底何谓漫画这一问题的答案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战后漫画50年史>>

内容概要

何谓漫画？
如今作为大众文化而极其繁荣的漫画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本书试图以漫画，尤其是战后极其繁荣的“故事漫画”所引发的事件为线索，再次思考“何谓漫画
”这一根本问题。
漫画在玩耍。
漫画在诱惑。
漫画在叫喊。
漫画在打破禁忌。
而且，有时漫画会伤人，歧视人，并引发无可挽回的事件。
所有这一切就是“漫画”这一莫名其妙的表现形式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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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竹内长武，1951年生于大阪。
在从事儿童文化和文学的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漫画的评论研究。
毕业于大阪教育大学，历任大阪国际女子大学教授、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现为同志社大学传媒系
教授。
著有《儿童文化》(合著，福村出版)、《漫画和儿童文学之“间”》(大日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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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抗议上述文章，大岛渚在10月21日那期上进行了彻底的反驳。
他以《不能说傻话，只有写实漫画才是现代的代表性艺术——反驳会田雄次先生》为标题，对会田的
逻辑和漫画反对论者的问卷内容提出了不满。
大岛曾在1967年将《忍者武艺帐》拍成了电影。
从写实漫画被全共斗一代接受一事也可以看出，其反体制、非艺术的一面受到了称赞。
　　接着，10月28日那期刊登了近藤日出造、杉浦幸雄、小林治雄、佐藤三平等风俗政治漫画家的再
反驳。
对于成人漫画家来说，通俗的写实漫画盘踞在周边部分的时候还好，但现在居然进入了自己的主要根
据地一一中央的杂志，这实在是无法忍受。
近藤日出造写道：“我完全不看。
那种画面我怎么都适应不了。
”杉浦幸雄则说：“漫画完全没有被写实漫画所吃掉。
理由很简单，因为漫画和写实漫画完全是两种东西。
”小林治雄也说：“我不太关心，也不知道。
那和我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佐藤三平也很不客气地说：“写实漫画是‘故事’，是小说的亲戚。
和‘漫画’比起来，内容和画都完全不同，两者毫无关系。
”总之，他们只不过是在用不同的说法在讲：虽然没怎么看过，但漫画和写实漫画明显是不同的，因
此他们的工作绝不会被抢走，并且事实上他们在进行着质量更高的工作。
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议论。
因为他们和写实漫画家虽然同为表现者，但却只是以写实漫画为挡箭牌而表明了自己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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