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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萧继石谈艺散文集序　　徐鲁　　汪曾祺先生是当代作家中的一位“全才”，小说、散文、戏剧
、诗、评论、民间文学研究、绘画、书法、烹饪⋯⋯无所不能。
他在回忆自己早期所受的影响时，说到了一点：“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
”他回忆说，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还是一位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
将，还练过中国武术，而且，笙箫管笛、琵琶、古琴、胡琴等各种乐器也都会吹拉弹奏。
他的父亲还能裱糊全套冥器，会扎各种风筝，会制作玻璃小船，还会饲养小鸟和蟋蟀。
他的父亲有一间自己裱糊得“四白落地”的画室，“每逢春秋佳日，天气晴和，他就打开画室作画。
我非常喜欢站在旁边看他画，对着宣纸端详半天。
先用笔杆的一头或大拇指指甲在纸上画几道，决定布局，然后画花头、枝干、布叶、勾筋。
画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题字，盖章，用摁钉钉在板壁上，再反复看看。
他年轻时曾画过工笔的菊花，能辨别、表现很多菊花品种。
”汪先生还说，他十几岁时就被父亲允许，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了。
父亲告诉他：“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先生说：“他的这种性格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
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　　之所以要用这么多文字先写一写汪曾祺和他父亲的关系，是因为在我看来，本书的作者、画家
萧继石君，也是一位像汪曾祺这样的“全才型”艺术家。
继石君最擅长的是漫画创作，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漫画家，此外，他对水墨人物、版画、金石篆刻、
散文创作、民俗研究、艺术评论⋯⋯也是无所不能。
无独有偶，当他回顾自己的艺术道路上，他最感激的人，也是他的多才多艺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位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
他在《小镇岁月》里写道：“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都由他书写。
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
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常与镇上一位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
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
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
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
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　　也是在这篇回忆录里，继石君还写到了一个细节：当年他和一群热爱美术的青年朋友在洪湖县
的小镇上工作的时候，省里的一些知名画家如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常到洪湖去采风。
每次画家们来洪湖，他们这些美术青年就总是争先恐后地陪伴在左右，有时候还一起讨论创作。
有一次，年轻的萧继石竟在白统绪面前慷慨陈言：“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却是银色的，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他的
见解，得到了白统绪的肯定。
从这件小事可见，继石君青年时代就在绘事上注重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当年，他以无名小辈身份和白统绪合作的《洪湖银秋》，入选了第五届全国美展。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现当代漫画界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一代代漫画家们在擅长绘画的同时，
几乎都是文才兼具，能写会画，双管齐下，既是画家，亦是散文家或杂文家，如丰子恺、廖冰兄、叶
浅予、胡考、黄苗子、黄永玉、丁聪、韩羽、方成⋯⋯莫不如是。
　　继石君身怀美才，承继了漫画界的这个优良的传统。
近几年来，他且画且写，在潜心创作了“老武汉民俗风情画卷”，为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的经典名著《家庭教育》创作了“爱的熏染”插图等系列水墨人物作品的同时，又将出版这部散文体
的“谈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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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大致有四类文字：　　一是对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从艺道路的回望和追忆，如《小镇岁月》、
《淋湿的幽默》等。
这些文字里充满了对亲人、艺术前辈和老师、朋友们真诚的感恩之情。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继石追忆往事的时候，情思细致，笔触柔软，点点滴滴，清清楚楚，仿佛过往的岁月重临心头。
就像他在《淋湿的幽默》里写到的一句话：“落难时，那人的一脸微笑，温暖你一辈子。
”　　二是谈论自己平生创作的一些重要作品的体会和感受。
这方面的文字有《我的老武汉风情画卷》、《爱的熏染》、《鲁迅救火》、《我给丁玲画漫像》、《
我画连战走亲戚》、《在法国漫画沙龙展上幽他一默》等。
从这些“创作谈”以及所配的漫画作品里，我们可以领略继石君作为一位多次获得过国内外漫画大奖
、风格独具而成就斐然的漫画家的幽默气质和创作风神。
　　三是对中国现当代一些漫画名家的访谈与散记，对一些漫画名作的欣赏和评点。
继石君在漫画界孜孜浸淫数十年，与许多大漫画家有着亦师亦友的情谊和交往，而且熟悉漫坛掌故，
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漫画创作和研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说起某人某幅作品来，如数家珍，
持论公允而精到。
他在这部分文字里写到的漫画家，包括丰子恺、叶浅予、廖冰兄、黄永玉、方成、李滨声、韩羽、苏
朗、黎青、庄锡龙、常铁均，等等，几乎勾画出了当代漫画的“半壁江山”。
　　四是对古今中外一些漫画艺术史料和独特个案的勾沉和研究。
这些文字里有的篇什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堪作“漫画史话”观。
如《国际公民》、《匪夷所思》等，都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漫画史论；《那些诞生于战地与铁窗的奇葩
》、《恩格斯漫画》、《小题大做的那些智者》等，就是很好的漫画史料勾沉之作。
　　我有幸在本书付梓之前，拜读了大部分篇什。
继石君的文风清丽晓畅、质朴而通达。
行文之间容有漫画家惯有的亦庄亦谐、点到为止，却不飘不野，更不故弄玄虚、向读者“炫技”。
我觉得，这部书是继石君献给一代代漫画前辈的致敬之书，也是对漫画界那束美丽的传统薪火最好的
承传。
　　是为序言。
　　2012年仲夏，武昌梨园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淋湿的幽默>>

内容概要

《淋湿的幽默》为“六角丛书”之一。
 《淋湿的幽默》大致有四类文字：
一是对个人的生命成长和从艺道路的回望和追忆，如《小镇岁月》、《淋湿的幽默》等。
这些文字里充满了对亲人、艺术前辈和老师、朋友们真诚的感恩之情。

二是谈论自己平生创作的一些重要作品的体会和感受。
这方面的文字有《我的老武汉风情画卷》、《爱的熏染》、《鲁迅救火》、《我给丁玲画漫像》、《
我画连战走亲戚》、《在法国漫画沙龙展上幽他一默》等。
从这些“创作谈”以及所配的漫画作品里，我们可以领略继石君作为一位多次获得过国内外漫画大奖
、风格独具而成就斐然的漫画家的幽默气质和创作风神。

三是对中国现当代一些漫画名家的访谈与散记，对一些漫画名作的欣赏和评点。
萧继石在漫画界孜孜浸淫数十年，与许多大漫画家有着亦师亦友的情谊和交往，而且熟悉漫坛掌故，
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漫画创作和研究的亲历者与见证者，说起某人某幅作品来，如数家珍，
持论公允而精到。
他在这部分文字里写到的漫画家，包括丰子恺、叶浅予、廖冰兄、黄永玉、方成、李滨声、韩羽、苏
朗、黎青、庄锡龙、常铁均，等等，几乎勾画出了当代漫画的“半壁江山”。

四是对古今中外一些漫画艺术史料和独特个案的勾沉和研究。
这些文字里有的篇什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堪作“漫画史话”观。
如《国际公民》、《匪夷所思》等，都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漫画史论；《那些诞生于战地与铁窗的奇葩
》、《恩格斯漫画》、《小题大做的那些智者》等，就是很好的漫画史料勾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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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镇岁月　　1973年，共同的命运，我们三个有缘相识于小镇上。
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兄大几岁。
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
受之的父亲是留美归来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
家学渊源深厚。
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
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
受之做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
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
道消息，没办法，受之兄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人胜”这个词都
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兄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
　　受之兄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外商又订了多少
万的合同。
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
，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
”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
”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兄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
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兄交
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
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
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
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
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
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
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
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
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
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
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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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
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
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
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
我问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
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
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有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
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
边写生示范，边讲解。
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
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
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
我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
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
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
，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
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人选第五届全国美展。
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生一把的心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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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萧继石身怀美才，承继了漫画界的这个优良的传统。
近几年来，他且画且写，在潜心创作了“老武汉民俗风情画卷”，为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的经典名著《家庭教育》创作了“爱的熏染”插图等系列水墨人物作品的同时，又将出版这部散文体
的“谈艺录”。
《淋湿的幽默》通过一幅幅漫画作品，叙述作者的创作心路历程和故事，还介绍了一些特别人物的漫
画涂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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