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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黎鲁同志是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公私合营新美术出版社的老总。
1956年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合并，他任副总编，仍主管连环画，所以他对于1949年解放后的新连环
画的出版、创作队伍的组建是有功绩的。
读他写的回忆录，就可见他对连环画事业的用心与专心了。
    《连坛回首录》的作者是连环画界前辈黎鲁，书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连坛故事。
在重头戏“海上连坛旧事”中，作者分“老小、108将、群体、合营、出书、领导、政治、史鉴”八个
主题娓娓道来。
书中披露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初上海连环画的创作与出版情况。
记者还在书中看到四十多位全国连坛名家根据自己同名连环画重新创作的国画作品，如程十发、程助
的《画皮》，王弘力的《十五贯》，贺友直的《山乡巨变》，韩敏的《谢瑶环》，汪观清的《红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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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鲁，1921年7月生，广东番禹人。
编审。
中共党员。
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及新华艺专。
历任军中各报编辑，上海华东画报编辑组长，上海人民出版社连环画科长，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副社长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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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黎鲁与五十年代初上海连环画                                        黄若谷 王亦秋    五十年代初，上海连环画(那时
全国连环画的出版，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由旧到新的大发展，大批新连环画好作品的出现，大批有才
华的连环画画家的涌现，使中国连环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连环画艺术进一步提高发展，开创了
一个良好的局面。
提到这一段历史，自然有各种因素，然而不能不提到1952年到1956年间一家公私合营连环画专业出版
社——新美术出版社。
    新美术出版社在担负以健康内容的新连环画换回流传社会上大量有不良倾向的旧连环画，当时称之
谓”以新换旧”、以满足广大读者需求的使命中，每年出书三百种、乃至四百余种。
可谓在上海连环画解放初期的一番类乎改天换地的变革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是谁在主持新美术出版社的这一工作呢?这便是本文所要写到的、一个为连环画事业执著追求的美
术工作者，一个温良敦厚、不计名利、生活俭朴、埋头苦干的普通共产党员黎鲁。
    目前，全国连环画界同行，对黎鲁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了，因为时过境迁，新美术出版社不存在也已
有三十多年了。
然而提到这页历史，我们顺理成章地要想到黎鲁，因为他在这一关键时刻所处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
当时他如何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于连环画领域?是这样做或是那样做，都会影响这一阶段连环画的发展。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他是适逢其时、适逢其位，因而参与书写了这一段的连环画历史，有其偶然性。
然而，并非拿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组织上派他去主持新美术出版社工作，正是用得其人，是因为了解
他对连环画有一定的历史因缘，和理解他对工作的忠诚，因而他能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他的积
极性作用。
书写了一段连环画健康发展的历史。
这篇小文主要介绍黎鲁从1949年——1957年担负连环画领导工作的片断。
写此既是介绍其人，也是企图以人带史，重温五十年代初连环画这一突变时期的历史是怎样写出来的
。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他是广东番禺人。
一副典型两广人的面庞，身材不高不矮，并不壮实，但却能在冬天洗冷水浴。
身体健康，而又给人一股文绉绉的书生味，性格内向，为人温顺敦厚，笑口常开，几十年来还未见过
他怒目突睛。
生活上几十年来一贯保持朴素风尚，平等待人，与下属关系亲热。
然而他并非是随遇而安的好好先生，工作上他经常当机立断，雷厉风行。
有人曾经形容他在决策前后的表现：思索时如老僧入定，静如处子；行动时，如风似火，动如脱兔。
这就是黎鲁其人。
    黎鲁1939年一1940年间，曾就读于上海私立大夏大学，这时他已是该校党的地下支部书记。
后来学美术，改读新华艺专。
1942年去解放区，在新四军二师担任过干事、教员、编辑等职，学以致用，打这时起，他就与连环画
有了渊源，产生了感情。
战争年代，限于条件，侧重于木刻创作，在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
选集》中可以看到他那个年代的作品风采。
这期间，他又以连环画形式，创作了不少短篇作品，其中有深受战士欢喜的《蒋独裁祸国记》(以说唱
的形式配词，词作者金菊如同志，解放初因公殉职)。
    1948年，他来到华东军区政治部的《华东画报》(原名《山东画报》)社，渡江后，原《华东画报》
以新的姿态，于1949年10月1日在上海复刊出版。
那时，《华东画报》社群英萃集，除吕蒙社长外，有黎冰鸿、吴耘、姜维朴、杨可扬、赵延年、钱浩
、陈惠、居纪晋、王复遵等，黎鲁是负责编辑工作的主要成员。
《华东画报》复刊仍以摄影图片、绘画(连环画、漫画、木刻、年画、油画)为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连坛回首录>>

由于《画报》继承了老解放区的传统，对连环画仍十分重视，除经常发表连环画作品外，并出版了黎
冰鸿创作的《圈套》、江有生的《李秀兰》等连环画。
    据他自己说，他在第一届全国美展中看到邵宇创作的《土地》连环画，震动很大，画中成功地表现
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与热爱，人物形象感人，他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绘画的新成就。
这与他长期所受到的文艺要与工农结合，文艺工作要普及的教育十分契合。
从此更下决心要投身连环画事业。
于是，他深入纱厂，创作出以工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连环画《金弟》，连续发表在1950年6、7月间的
上海《解放日报》上。
1951年他又到上海国棉一厂体验生活，创作了连环画《阿发》，连续发表于1951年11月的《劳动报》
。
可以这样说，这时黎鲁已不仅仅对连环画偏爱，而且是和他的政治信仰、文艺观点结合在一起。
为他以后主持新美术出版社连环画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认为连环画这种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是大有前途大有作为的，因而对连环画感情愈益深厚。
    当黎鲁随着《华东画报》并入华东人民出版社时，便负责连环画科的工作。
不久，又调到新成立的新美术出版社继续负责连环画工作。
他当时面对的状况，是手下许多旧连环画编创人员和市面上大量等待新作品来淘汰的旧连环画。
旧社会从事连环画编创的，仅仅只是为了糊口，并未意识到这应当是一种崇高的文化艺术工作；他们
只是根据老板的意图，适应读者的低级趣味而出书挣钱。
解放以后，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艺术思想参差不齐，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概念似懂非懂。
业务上，他们大都是从临摹师傅的图画开始创作，基本上是闭门造车，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都大大需
要提高。
还有，旧连环画的作坊式的制作方式，使很多人不能独立创作；旧连环画又不重视脚本，甚至根本没
有脚本，极大地阻碍了连环画内容的提高⋯⋯这些，一古脑儿摆在了黎鲁的面前。
千头万绪，一句话：既要多出书，又要快育人。
黎鲁就是这样开始了他领导连环画的工作。
    黎鲁遵循党的优良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深入群众倾心交谈，很快了解了大家的需要与愿望。
而群众的这些愿望正与T作的要求相一致：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办事的人，必须提高干部的水平。
所以黎鲁立即组织业余学习，包括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来帮助大家坚定信念，提高业务能力。
这是群众自觉自愿基础上的学习，学习成效显著。
在初期连环画队伍的建设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首先是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现在看，《讲话》的这些道理早已经为大家所熟知。
可是在当时，却是十分陌生而又新鲜的，它的作用确实是不可低估，直到现在，有的同志还十分清楚
地记得当时讨论“文学即人学”的热烈情况。
特别是那些旧连环画编创人员，通过学习，明确了连环画所负有的社会使命，明确了自己在新社会，
是一个光荣的文艺工作者，一冼旧社会里连环画是“下等事物”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使大家意气风发
，勤奋向上，大大激发了各自的积极性。
    同时，鉴于不少创作人员都没有机会正规学过画。
黎鲁取得上级支持，在社内开办业余学习的画室，让大家补课。
业务学习在社内内蔚成风气，后来随着“新美术”并入上海人美社，一直延续了很多年，对连环画书
稿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起了不能忽视的作用。
而黎鲁在贯彻这一措施时，积极带头，“身先士卒”，每逢学习之日，也架起画架，不时眯缝着眼睛
，全神贯注作写生练习，来得早，走得晚，不愧是学习的表率。
他从不摆架子，认真学习的精神，也鼓起了所有创作人员的学习劲头。
  黎鲁是很严格对待自己的。
他回忆说自己确实也有思想偏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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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时他不大理解和重视传统绘画，认为那都是不够普及的文人画。
当然，后来他也认识到这种见解是很片面的。
故而在上海人美社时期，业务学习中他还专门办起了“中国画学习班”。
    针对旧连环画作坊式的编创方式，黎鲁通过实践，渐渐从组织制度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适应社
会主义连环画出版事业的需要。
沿及今日的不少做法，还都是从他那时的变革开始的。
    提高连环画质量，当时首先是从内容上改革旧连环画低级庸俗、胡编乱造的状态。
旧连环画本就不大有编脚本的观念，新连环画重视内容，但初时程序上各行其是，也并不一定都是编
写了脚本才画。
黎鲁原本曾规定所有连环画绘画同志必须关心并参与选题内容的研讨，由编者和绘者共同草拟编绘大
纲，然后分头编文和绘制。
这一制度实行约一年，逐渐他进一步认识了脚本的重要，于是规定所有连环画创作还是须先编脚本，
脚本审定后再付诸绘画创作。
上海的连环画编绘工作，自此形成了制度。
这不仅保证了连环画内容的健康、完整，以及质量的逐步提高，而且也使连环画美术与文学相结合这
一艺术特色，日渐发展、成熟、完美起来。
在连环画脚本的问题上还一直有个创作与改编的争论，也不时出现一种反对改编的主张。
黎鲁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从实际出发，既然文学创作已有大量可取的作品出现(更不论中外历史
与优秀文学遗产)为什么不把它们容纳进正在大量迫切需要新选题的的连环画领域中来!创作脚本应当
提倡，改编脚本不应反对，这是完全并行不悖的事情。
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戏剧是再创作，改编为连环画脚体也是再创作(后来更认识到，连环画还有普及优
秀文学作品的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和尊重。
为此他在出版社主持了好几次关于改编工作的专题讨论．促使编文同志互相交流探讨，改编质量逐步
提高。
当然，他也提倡创作脚本，尤其是画家自编自绘。
但实践证明，到目前为止，改编这一方式，仍不失为我国连环画艺术行之有效的一种创作途径。
强调脚本与重视改编，都不能说是黎鲁首创，但当时“新美术”作为连环画专业出版社，出书量大，
作用所及，在连环画界蔚为风气，对创作实践的普遍影响是很大的。
    在创作上，他要求画家能真实地刻划人物，反对没有生活的概念化作品。
他认为必须改变旧连环画创作中的靠临摹老师作品，闭门造车的创作方式，要求画家到生活中去，编
文作者也要尽可能去。
在他的提倡和要求下，来自旧连环画圈子的创作人员，开始走出他们的阁楼和亭子间。
如1953年画《不能走那条路》、如编绘治淮的题材《归队》(工人题材)、《一个互助组的成长》等，
都是分别去工厂、农村、治淮工地长期蹲点创作出来的。
黎鲁在“新美术”所提倡的这种深入生活的创作之路，应该说，为后来很多下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好作
品开了头，创了路，立下了一个“好规矩”。
    出版社内对连环画作品评选奖励，恐怕也是由他开始提倡举办的。
“新美术”从1952年底开始，每半年举行一次内部评选，凡公认为好的作品，给予物质奖励和表扬。
例如贺友直、卢汶创作的《火车上的战斗》、洪荫培的《芦荡里的枪声》等都曾在社内评选中获奖。
贺友直以及另一些连环画画家，正是从五十年代“新美术”领奖台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5年夏，“新美术”还创办了一本名为《连环图画研究》的内部业务交流的
小32开本刊物，读者对象是各地出版社连环画编辑室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及有约稿关系的文画作
者，这本刊物致力于编写、创作连环画的心得体会交流和连环画理论的研究探讨，深得各出版社连环
画文美编辑和基本作者的欢迎。
此刊在“新美术”出到第3期，1956年“新美术”并入上海人美社，继续出到第12期，“反右”以后停
刊，连环画界同行对此中断甚为惋惜。
1978年又得复刊，但仅仅出版8期，又因种种原因而天折，令人又一次感到扼腕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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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黎鲁共过事的人，对他工作认真，平易近人，作风朴素，办事痛快，都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位创作人员在进入“新美术”创作一年多的一天，忽然总编室有请，要他去一次。
这位同志不知是为了何事，走进总编室，黎鲁笑眯眯地招呼他坐下，说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没有及
时互相聊聊，现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并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这位同志期期艾艾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想要调到现实组，叙述了换组的理由。
黎鲁听完，非常爽快地点头表示同意，而且第二天“调令”就下达，迅速解决。
这位同志没想到居然一谈就算数，而且马上兑现，十分怀念这种不沾官僚习气的领导作风，至今不能
忘怀。
    说到这里，不由又想起黎鲁的另一件事：“文革”期间，听说黎鲁的日记被抄出来了，里面对工作
的记述甚多，其中还有他对一些创作干部比较全面的看法，按看过的同志说，他对每个人的评价，都
颇为细致准确公正，实在难能可贵。
如果每一个领导都能如此知人善任，何愁工作开展不了。
难怪在“新美术”工作过的老同志，提起黎鲁，都有一种怀念之情。
    黎鲁是个对事业有理想、有追求的人，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
力，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黎鲁对此十分兴奋，他在工作中总是时思翻新，总想尽量提高连环画创作质量，繁荣连环画事业。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在听取大量意见以后，他又设想了一个19条。
不想风云突变，这统统成了“修正主义”，他被拔了“白旗”，批判为右倾。
1958年为此被迫离开了连环画领导岗位。
直到十一届三日1全会以后，对他落实了政策，才又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但那些年，他人虽离开了连环画领导岗位，对连环画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他还是经常骑着自行车
走访仍在连环画岗位上的同志，探讨连环画的种种问题。
也为《连环画研究》撰写文章，对连环画工作提出看法和建议，他对连环画是宿愿未了啊!    黎鲁同志
现在离休了。
他已接近古稀之年，但却还不时做出一些年轻人也不敢尝试的“壮举”，近几年来，他是一个“老年
自行车旅游者”，不时背着画夹，作长途骑车旅行，流星般地穿越数省，风尘仆仆，驻足于名山大川
，小镇古渡。
栉风沐雨，不辞辛劳，访古探俗，旅行写生，举办画展。
集文画于一身，现已撰就旅行随笔数十万字。
日子过得挺充实，他也视之为人生一大乐趣。
这大概就是黎鲁到老也不变的本性吧：生龙活虎、身体力行、积极进取，心胸展阔、关心人民、接近
群众⋯⋯                                (原载1989年《连环画艺术》第12辑)P305-310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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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连坛回首录》是亲历者的讲述，真实而生动。
作者用真挚的情感、朴实的语言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连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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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此书记录了连坛前辈黎鲁先生和为新中国连环画事业辛勤耕耘的前辈们的作品和学术作品，对了解我
国的连环画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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