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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闻漫画史的第一部作品，图文并茂，史论结合地梳理了一百年来中国新闻漫画的发展历程
。
收入漫画近四百幅，从理论上对新闻漫画作了初步的探索。
一幅幅幽默、辛辣的图画，既令你触摸历史的真实面目，体会百年来的兴衰起伏；又令你享受一次艺
术之旅，为画面的深刻、精彩而击节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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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一丁，1963年生于南京，祖籍四川；198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日报》资深记者，
十余年来，发表漫画近千幅，并从事新闻漫画的理论研究，任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美术委员会
秘书长，浙江省漫画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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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农的一幅新闻漫画《民众阅报栏》，此画发表于1929年。
发表的地点虽然并不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革命根据地，但反映了全国民众对共产党领导革命进程的
关心；同时，也从侧面报道了根据地革命的新近事实。
　　画面上，两名读者一边阅报一边议论，那个戴着眼镜的读者问长着八字胡的读者：“你最要看的
是什么新闻？
”“八字胡”认真地说：“我最注意那朱毛的行踪！
”　　“朱毛”指的是朱德和毛泽东。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6个旅37Y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
”。
同时还加紧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红军不仅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而且经济也十分困难。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
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
由于脱离根据地作战，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接应和群众的配合，红四军处境非常困难，因此也引起了人
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这幅《民众阅报栏》，就是借读者关心时事新闻的焦急心理，报道了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
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暗示着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1929年，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四军进入江西南部和福
建西部，建立了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举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苏区的革命宣传工作，各个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及群众团体都创办了报刊，其
中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最多。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崭新的新闻事业。
　　蕈命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是武装斗争。
所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最早是由红军报刊发展起来的。
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因地制宜，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创办自己的报刊。
毛泽东曾亲自编辑新闻简讯，向红军进行时事教育。
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较为有名的报刊有《工农兵报》、《红色中华报》、《红星报》、《青年实话》、
《斗争》等，另外还有《湘赣红旗》、《右江日报》、《工农日报》和《红旗日报》等。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还规定，红军及纵队均应办一个叫
《时事简报》的壁报，刊载群众斗争和红军工作情况、国际国内政治消息。
因此，壁报曾是当时特殊条件下传播新闻事实的“墙式新闻媒体”。
　　苏区的条件是艰苦的，但尽管出版的只是油印报刊或壁报，新闻漫画则是不可或缺的报道手段之
一。
莫文骅在《红军很重视美术工作》一文中回忆道：“红军时代每个师都出版油印报纸，有报就有画，
红七军有两个专门画画的同志，红军总政治部有好几个⋯⋯”　　当时美术宣传活动的主要形式反映
在报刊、壁报、画报以及一些出版物上，包括一些插图，多数属于新闻漫画。
尤其是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红色区域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
更是图文并茂，通俗生动，采用了较多的新闻漫画形式，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比如：1934年《红星报》上刊登的《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图60），就是红军时代一
幅十分著名的新闻漫画。
之所以说它著名，首先是因为这幅新闻漫画所反映的新闻事实，　　是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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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新闻漫画在它一百余年的历史行进中，时刻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注视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新闻漫画作者，用手中的画笔参与报道了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每
一次重大事件。
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所谓的中国新闻漫画学就在这成千上万的作品中，通过研究其
创作实践过程，提炼而得。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历史，先来粗略地浏览一番百年中国新闻漫画的大概面貌。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新闻漫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