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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卡通片（亦称动画片）与卡通漫画从她们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喜欢和迷
恋。
动画艺术的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动画在国际上也早就享有“中国学派”的美誉。
日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开创新式漫画大半个世纪，由日本本土蔓延至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形成了庞大
的新式漫画迷恋族。
20世纪80年代，卡通漫画在中国内地兴起，幸运地成为了我国青少年的文化快餐。
　　动画与漫画互有特点，各具魅力。
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段，既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
不少青少年朋友形容动漫关系之亲密时说：“动画片是荧屏上的漫画书，漫画书是书包里的动画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对“现代双骄”越来越贴近了，由于她们成功的结合，开创
了一个用时髦的名词命名的“动漫时代”。
动画与漫画的相互结合、渗透和互动，不仅是艺术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应该说，动漫结合的内涵大于动画加漫画的算术级数，我们必须以更新的理念去审视与发展这一新的
艺术产业。
　　本书教学内容以少女漫画风格为主，重点教授新漫画的基本技法和单幅（插图）漫画与故事漫画
的创作理论与技巧。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熟知新漫画的创作理论，熟练掌握新漫画的绘制技法及创
作技巧。
　　动漫艺术与产业在我国方兴未艾。
目前的动漫市场，包括动画片和漫画的创作生产，出版物的装帧，多媒体、广告业的创意设计以及动
漫周边产品开发，国内外相关的产品加工等等，非常需要一批贿全新艺术理念和扎实的创作能力的人
才，改变我国创作生产和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
　　动漫艺术的生产和发展适应时代之需要，她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深化和扩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
力。
编写本书的初衷也是本着这个主旨，为动漫事业高速运转的车轴上添加一滴原油。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卡通王》杂志社、上海动漫展组委会、北京电影
学院动画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
美术电影专修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同时，对支持本教材的编写并提供精美插图的漫画家也深表感谢。
　　作 者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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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教学内容以少女漫画风格为主，重点教授新漫画的基本技法和单幅（插图）漫画与故事漫画的创
作理论与技巧。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熟知新漫画的创作理论，熟练掌握新漫画的绘制技法及创
作技巧。
    动漫艺术与产业在我国方兴未艾。
目前的动漫市场，包括动画片和漫画的创作产生，出版的装帧，多媒体、广告业的创意设计以及动漫
周边产品开发，国内外相关的产品加工等等，非常需要一批具有全新艺术理念和扎实的创作能力的人
才，改变我国创作生产和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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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日本新漫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流寂已久的文化领域开始了艰难的复苏，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情
况下，一种制作简单、成本低廉的小画册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了起来，因父这种类似我国连环画的画册
大多采用红色的封面，所以一般被称为“红皮书”。
虽然“红皮书”已初具漫画的雏形，但当时仍仅仅局限在借鉴欧美漫画图文注解式的阶段。
    决定性的变革发生在1947年，一本名为《新宝岛》的红皮书正式出版并畅销达数十万册。
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漫画作品，《新宝岛》伴随着一个伟大的名字掀开了新纪元的第一页。
    手冢治虫(1928—1987)，正是被誉为“漫画之神”的他一手缔造了日本新漫画，在1947年发表的红皮
书《新宝岛》(由另一位著名漫画家酒井七马构成)中手冢首创以电影化的分镜方法将单幅的画面灵活
地联系在一起，更为立体地叙述了复杂的故事情节。
以此为发端，新漫画创作的体系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被逐渐地发展完善，但诸如由右至左的阅读顺序
、人物对话框的排列，甚至表示声音的象声词使用等基本的新漫画技法，都是在手冢的手中被确立了
下来。
(图l—2—1)    不管在任何形式，内容的评选榜上，手冢治虫的名字总是那样的耀眼。
这位一生创作漫画超过一万卷的“漫画之神”，对于日本动漫事业的贡献无法用语言形容。
而他未能最终完成的遗作《火鸟》至今仍是日本漫画的传世经典。
    随着手冢开创的新漫画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爱，一大批富有才气的年轻人投身到了新漫画的
创作之中。
作为娱乐大众的绘画艺术，读者对新漫画故事内容方面的要求要远远大于画面效果，所以早期的日本
漫画家大部分都是没有学习过专业美术课程的“转业人员”。
但正因为新漫画不拘一格的绘画形式，才造就了漫画家个性化的创作风格，代表着20世纪40年代至50
年代日本新漫画发展历程的手冢治虫、石森章太郎、横山光辉、松本零士等等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漫
画大师们，将他们生活的体验融人作品之中，以无拘束的想象力拓展着新漫画发展的空间。
    相对现在针对不同年龄分工明确的漫画创作，早期成功的漫画人几乎全部是涉足领域广泛的“全才
”，撇开手冢治虫在少女和社会漫画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谈，即使是藤子·F·不二雄这样以科幻漫
画见长的大师也有着很多恐怖题材的成功作品。
他的力作《机器猫》同许多经典作品一样已成为永恒。
    在日本新漫画的发展初期，知名的漫画家往往涉及几个领域的创作，所以读者群的明确分界尚未形
成。
因为创作者大多是年轻的男性，所以以冒险和科幻为故事题材的少年漫画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随着漫画杂志的蓬勃发展，吸引女性读者的漫画也逐渐拥有了广阔的市场。
包含“恐怖”、“悲剧”、“浪漫”三大主题的早期少女漫画虽然有着不少实验的性质，但如手冢治
虫《蓝宝石王子》(另译《飘带骑士》)这样既富有情节性，又紧紧抓住女性读者心理的优秀作品还是
层出不穷。
1955年创刊的《朋友》和《蝴蝶结》两本少女漫画月刊预示着日本少年漫画与少女漫画的读者群正渐
渐形成。
    比较同时代已经涌现出很多经典代表作的少年漫画，少女漫画的早期作品，大多是比较简单的小品
级作品。
随着更为了解女性读者心理的女性漫画家不断涌现，少女漫画开始成为主流漫画的重要部分，从《尼
罗河的女儿》到《双星记》再到《流星花园》，少女漫画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着主题的深度
，但那种细腻的感情描写始终是成为经典的保障。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新漫画已经具有了完备的创作机制和出版规模，一方面，风格成熟的大师级漫
画家不断推出经典的巨作；另一方面，以细腻的绘画风格和前卫的故事内容受到欢迎的女性漫画家们
也走上了历史舞台。
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下，漫画周刊杂志逐渐取代了月刊的地位，而单行本的流行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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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整个漫画产业的发展。
作为漫画家成功的载体，周刊杂志的发展代表着日本漫画整体发展的轨迹，到90年代的最高峰为止，
凭借优秀的超长连载作品，主流漫画的周刊杂志纷纷突破了百万发行量的大关。
而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也体现着漫画阅读群体的扩大。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新漫画的成长期，那么70年代就是日本新漫画辉煌时代的到来。
在以手冢为首的漫画大师们的努力下，从兴起的第一天就紧密地和新漫画联系在了一起的日本动画业
开始成为让世界震惊的力量。
将经典的漫画作品搬上电视屏幕乃至电影银幕的成功经验造就了“动漫时代”的全新概念。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日本新漫画开始全方位向周边领域拓展，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令新漫画超越出版
物的单纯利润成为整个动漫产业的重要一环。
    虽然之前日本新漫画就有着很多成功的先例，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启动的漫画动画化才是之后
的整个日本动漫业崛起的重要发端。
今天代表着日本动画最高水平的创作群体中很多人就是从这时开始了经验的积累，而成功进入动画领
域的漫画人也开始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另一个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重要变化是新一代漫画人的崛起。
在60年代仍未被社会完全认可的漫画家这种职业终于成为了大学生们就业的选择；许多曾经在梦想和
生活间摇摆不定的年轻创作者在20年后成为了创造奇迹的大师。
20世纪70年代，对于北条司、高桥留美子等等这些熟悉的名字来说是一切开始的起点。
    漫画是一种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绘画艺术，而人体的构造非常复杂，再加上各种动态的变化，所
以，人体成了学习漫画中的一大难点和重点。
那么，我们就先来观察和研究真实的人体，练习写实人体，然后再向漫画人体过渡。
初看似乎没有必要，其实是学习漫画的重要基础。
    素描绘画中，非常注意人体的骨骼、肌肉结构，每一处的皮肤、身体轮廓都要符合骨骼、肌肉的形
态，使绘制出的人体更真实、生动。
    漫画人物则超越了现实，它将人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瑕疵剔除，使人体成为流畅优美的曲线。
因此漫画中的人体，尤其是女性人体，非常讲究曲线所构成的美感。
为了突出人物健美高挑的身材，漫画作品中往往将人物的双腿刻意拉长，这种有违黄金分割比例的绘
制手法，由于符合现代人对于漫凾的审美理念而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
      在了解整体比例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人体各个部位的结构。
    女颈部：颈部是体现人物魅力的又一部分。
女性的颈部修长柔美，男性的颈部粗壮雄健，体现完全不同的人体特征和个性魅力。
    颈部是人体中比较活跃的部分，颈部的颈椎和胸锁乳突肌等肌肉能作前屈、后伸、前移、回旋等动
作。
    女手部：手主要分手腕、手掌、手指三部分，手是人的第二表隋，手刻画得深入可以增加人物的生
动性。
画手要观察手的大形，要先画准腕、掌、指三者的角度变化，然后再画局部。
    漫画人物的手指修长而纤细，比素描画法省略了许多繁琐的细节，它不会将指节及掌纹一一描绘，
这样，绘制出的手才会有光滑柔美的感觉。
    女脚部：脚主要由脚趾、脚背、脚跟、踝骨四个部分，从侧面看整个脚是拱形结构。
脚的透视变形往往很大，画者要仔细观察，并要画准不同式样鞋的特征。
漫画人物的脚部一般运用素描的画法。
当然，漫画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脚遮掩。
    3．三点透视    三点透视是仰视、俯视的大型建筑物以及建筑群落的主要绘制手法。
三点透视就是成角透视与仰视(或俯视)相结合的透视方法。
    三点透视的关键在于：第一，消失点有三个，通常不出现在画面内。
第二，是三个消失点与地平线、视平线的关系。
    (1)仰视    我们抬头观察较高的建筑物的形态，会看到楼房上小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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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平线在地平线的上面，三个消失点之一在视平线上。
另两个点则在地平线上。
正好呈三角构图，稳定感较强。
地平线有时不出现在画面当中，越是看不到地平线透视越是强烈。
    仰视使画面形象有高大挺拔之感，画面的空间高远，适合表现高大伟岸或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景
象。
    (2)俯视    我们站在高处低头向下观察建筑物的形态。
会看到楼房上大下小。
视平线在地平线的下面，其余同仰视。
它的构图也是三角形，不过与仰视正好相反，是倒三角，这种构图有下坠感，比较难以处理，尤其在
画范围较广的建筑群时。
值得注意的是地平线在这种构图里也一般不出现在画面上，越是看不到地平线，透视的程度越低，透
视感越不强烈。
    俯视使画面视域宽广，适合表现苍溟空阔、广瀚无边的场景。
    以上三种基本透视方法是所有透视画法的基础。
诸如鸟瞰图、多点透视等也是它们的组合而形成的。
    古鸟瞰图    鸟瞰图是非必要时一般不会出现的形式，在画面表现上很有冲击力，适合在故事开头交
代场景时出现。
    有时，为了情节及情绪上的需要，大画面的场景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绘制此类背景时，搜集一些相关的资料是相当有必要的，除了透视规律必须表现得准确外，运用网
点纸时，也要注意建筑物之间的色调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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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卡通片(亦称动画片)与卡通漫画从她们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喜欢和迷恋。
动画艺术的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动画在国际上也早就享有“中国学派”的美誉。
日本漫画大师手冢治虫开创新式漫画大半个世纪，由日本本土蔓延至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形成了庞大
的新式漫画迷恋族。
20世纪80年代，卡通漫画在中国内地兴起，幸运地成为了我国青少年的文化快餐。
    动画与漫画互有特点，各具魅力。
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手段，既有区别，也有共同之处。
不少青少年朋友形容动漫关系之亲密时说：“动画片是荧屏上的漫画书，漫画书是书包里的动画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对“现代双骄”越来越贴近了，由于她们成功的结合，开创
了一个用时髦的名词命名的“动漫时代”。
动画与漫画的相互结合、渗透和互动，不仅是艺术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应该说，动漫结合的内涵大于动画加漫画的算术级数，我们必须以更新的理念去审视与发展这一新的
艺术产业。
    本书教学内容以少女漫画风格为主，重点教授新漫画的基本技法和单幅(插图)漫画与故事漫画的创
作理论与技巧。
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熟知新漫画的创作理论，熟练掌握新漫画的绘制技法及创
作技巧。
    动漫艺术与产业在我国方兴未艾。
目前的动漫市场，包括动画片和漫画的创作生产，出版物的装帧，多媒体、广告业的创意设计以及动
漫周边产品开发，国内外相关的产品加工等等，非常需要一批贿全新艺术理念和扎实的创作能力的人
才，改变我国创作生产和市场需求脱轨的现象。
    动漫艺术的生产和发展适应时代之需要，她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深化和扩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
编写本书的初衷也是本着这个主旨，为动漫事业高速运转的车轴上添加一滴原油。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卡通王》杂志社、上海动漫展组委会、北京电影学
院动画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动画学院、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和上海美
术电影专修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同时，对支持本教材的编写并提供精美插图的漫画家也深表感谢。
　　　　　　　　　　　　　　　　　　　　　　　　　　   作  者　　　　　　　　　　　　　　　
　　　　　　　　　　　   2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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