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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6年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漫画家们欢欣鼓舞，重获新生。
仅仅上海就有张乐平、蔡振华、阿达、詹同、杜建国、徐克仁等漫画家纷纷创作揭批&ldquo;四人
帮&rdquo;的漫画作品，后由《少年报》社和《文汇报》社合编《砸烂&ldquo;四人帮&rdquo;漫画集》
，接着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粉碎&ldquo;四人帮&rdquo;漫画展》，盛况空前。
1980年8月，&ldquo;方成漫画展&rdquo;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举办个人漫
画展。
记得后来张乐平、米谷、叶浅予，华君武和丁聪等也都举办过个人展览。
北京1979年创刊了《讽刺与幽默》报，上海1985年创办了《漫画世界》，南北两地的漫画专业报纸吸
引了一大批漫画家在此&ldquo;舞台&rdquo;上大显身手，20世纪80年代是解放后中国漫画的繁荣期，
作者队伍也空前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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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木刻版印刷古籍，有一个优良传统是注重插图艺术。
不论人文类还是科技类古籍，都有优秀插图本留世，成为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瑰宝。
　　笔者翻复阅赏优秀插图本古籍《西湖十景》、《本草纲目》和《花镜》，略记感受。
　　一、《西湖十景》图　　&ldquo;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rdquo;人们把苏州、杭州与想象中的&ldquo;天堂&rdquo;相提并论，是因为&ldquo;苏杭&rdquo;犹
如&ldquo;天堂&rdquo;般的仙境之美。
然而，苏杭毕竟不是天堂仙境，而是凡人俗地，是人们根据自然环境融进审美要求加工创造出来的+
有其形成的历史过程。
所以，每每在不同季节赴杭州西湖景区游览时，总是要发问.总是要寻踪：如今的杭州西湖胜景，在古
代是怎样的呢7于是就翻阅古籍，到古籍中去寻求答案。
　　杭州西湖景区，在唐、宋已盛名，是因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宋代大文人苏轼先后任杭州刺史时.
修筑了白堤和苏堤.而为西湖增添风采.成为人们向往之地。
　　南宋时期.杭州定为宋朝首都，改名临安，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大兴土木，筑城楼，建宫殿.设
衙署.扩园林和街巷，使西湖景区包含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这时，西湖景区已成了十大景点.这便是南宋中期祝穆著的《方舆胜览》中所记载的&ldquo;西湖十
景&rdquo;：一、苏堤春晓；二、花港观鱼：三、柳浪闻莺；四、曲院风荷：五、雷峰夕照；六、平湖
秋月：八、断桥残雪；九、南屏晚钟：十、双峰插云。
这些景点，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为了康熙皇帝游江南，又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工，但可贵的是仍保持了
江南园林清雅宜人的特色。
　　关于&rdquo;西湖十景&rdquo;，在古籍中留下了许多甚为精美而风格不同的版画插图。
手捧这些版画插图，对照着去观赏&ldquo;西湖十景&rdquo;中如今保存下来的景点或史迹，委实是一
种意味无穷的审美活动。
　　明代是我国传统版画艺术发展的盛期，清代的版画发展亦有独到的成就。
就在明清两代的一些古籍版画插图中.可以细致地欣赏到当时的&rdquo;西湖十景&rdquo;是怎样一种情
景。
　　据传.南宋画家马远画过《西湖十景》图，但未见留世。
明清两代附有《西湖十景》版画插图的古籍见有：明万历七年（1579）俞思冲编的《西湖志类纂》、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杨尔增编的《海内奇观》、清雍正九年（1731）李卫主编的《西湖志》、清
乾隆十六年（1751）沈德潜编的《西湖志纂》、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原祁编的《南巡盛典》，
以及清代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中的《西湖十景》等。
　　检阅这些古籍中的《西湖十景》版画插图.在艺术表现上有高下之分。
择取其中上乘者作赏析，确是难得的审美享受。
　　明崇祯六年（1633）的《天下名山胜概记》中有一幅《西湖全图》.可谓对西湖全景的概括，可以
纵览西湖全貌风姿。
而明代万历七年俞思冲编的《西湖志类纂》中的&rdquo;西湖十景&rdquo;版画插图、清代雍正九年李
卫主编的《西湖志》中的&ldquo;西湖十景&rdquo;版画插图，都属当时版画上品，但因创作年代、作
者和创作背景不同，在艺术构思、表现意境和风格上显然有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情趣。
　　俞思冲编的《西湖志类纂》中的&rdquo;西湖十景&rdquo;版画插图，线条粗细兼用.随意奔放，富
有情感，撷取的画面，更接近自然景色，特别强调描绘人物活动.表现人与自然景色的关系，
以&ldquo;人为主体&rdquo;的审美意识，而洋溢着人情味。
李卫主编的《西湖志》.则是清康熙皇帝游江南之后，遵循康熙旨意特地编纂的一部官书，资金充足，
不惜工本，精绘细刻，所以其&ldquo;西湖十景&rdquo;版画插图.可见其造型构图的工整.线条的&ldquo;
慢工出细活&rdquo;粗细一致，冷静地描绘西湖十景，以景为主，人物退居次要位置.作为景的点缀，
甚至不出现人物，实际上反映了康熙皇帝缺少与大自然拥抱的平民意识.而是高高在上，以&ldquo;皇
上&rdquo;的心态冷观江南景色的审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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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李卫主编的这部《西湖志》中的&ldquo;西湖十景&rdquo;版画插图.是清代难得的以风景为题材
的版画精品。
　　古籍记载和利用版画插图表现的&rdquo;西湖十景&rdquo;，其中&ldquo;雷峰夕照&rdquo;（在清代
李卫主编的《西湖志》中的版画插图则题名为《雷峰西照》）一景中的雷峰塔.在1924年已经倒塌了，
如今只能参照明代俞思冲编的《西湖志类纂》中的《雷峰夕照》插图和清代李卫主编的《西湖志》中
的《雷峰西照》插图为依据.去凭吊雷峰塔遗址，去想象雷峰塔在红辉夕照下的情景。
在上述明清两代古籍的两帧版画插图中.均可以看到当年的雷峰塔形象已是相当古老，塔身斑驳裂缝，
从塔顶到整个塔身，隙缝间长满树株和杂草，加之后来经过不少势利的人们不断从塔基挖砖盗宝.终于
在1924年经不住风雨的袭击而倒塌了。
由此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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