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支画笔 绘就美与丑

1949年2月生于吉林长春的徐鹏飞， 今年整整70
岁， 与共和国同龄。 作为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的他，
1978年开始了漫画创作。 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第九届全
国美展铜牌奖等诸多大奖。 时至今日， 徐鹏飞的漫画
仍然被视为我国讽刺漫画界的翘楚。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幽默感的绘画，
常被用来讽刺或批判某些人和事， 因此也成为了漫画
家们针砭时弊、 揭露假恶丑的文艺武器。 1979年， 人
民日报社创办了 《讽刺与幽默》 报， 至今已走过40个
年头，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漫画报纸。 作
为 《讽刺与幽默》 的原主编， 多年来， 徐鹏飞也一直
坚定地认为， 讽刺才是漫画的根本所在。

大多数漫画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都是丑， 因此
也有人称漫画为审丑艺术。 漫画家们通过对丑的刻画，
来否定丑， 在否定了丑的同时， 也就是肯定了美。

徐鹏飞4岁就开始接触绘画， 那时懵懂的他并不清
楚画画对他意味着什么， 只是对画画本身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而徐鹏飞最终也选择漫画作为他的终生事业。

徐鹏飞回忆道： “我自幼喜欢画画儿。 小时候，
家中靠床的一面墙是用旧报纸糊的， 我经常拿起笔，
给报纸上的人物 ‘配’ 副眼镜或者是让他们突然 ‘长’
出浓密的小胡子。”

“在家里墙壁上画， 受到家长的批评； 在走廊楼
道里画， 受到邻居的批评； 在台阶马路上画， 受到居
委会的批评； 在课本作业上画， 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
是徐鹏飞自嘲的一段回忆文字。

后来， 时逢 “文化大革命”， 高中毕业后， 徐鹏飞
就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的山村插队落户。 “劳作之余，
我的乐趣就是拿起画笔描绘身边有趣儿的事。” 徐鹏飞
说， “当时给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写信， 我也是会经常
用画作来表达， 比如， 割庄稼时割破了腿， 做豆腐的
时候被豆浆烫伤了手， 打柴的时候翻了车， 牛都跑了，
我看着车发呆……”

想到这些，徐鹏飞便会说：“知青岁月给了我很多回
忆，也使我从那个年代里攫取更多丰富创作的源泉。 ”

记得当时， 县城里普遍存在争夺房前屋后占地面
积的情况， “今天你把围栏向外扩一尺， 明天我就会
外挪二尺。” 徐鹏飞就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 因为
他家门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以前， 我家门口
很宽敞， 汽车都能过， 可是过了不久， 就连手推车都
过不去了， 后来， 我只能侧着身子通过， 你说， 这种

情形我能不画么？！”
于是， 便有了 《越走越窄》 的作品， 当时， 他投

给了 《延边日报》， 居然， 很快见报了。 “那是我的第
一幅见报的作品 ， 记得当天晚上 ， 我高兴得都失眠
了。” 徐鹏飞说。

自此以后， 徐鹏飞发现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
材， 然后进行创作， 这也坚定了他以此为生的念头。

一支长笛 改变了命运

青年时的徐鹏飞， 除了会画画， 他还有个爱好，
就是吹长笛。

17岁之前， 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甚至看不
懂五线谱，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由于出身不好， 徐鹏飞和5个艺术学院的老师一起
劳作生活了8个月。 也就是在那时， 让他有时间、 有名
师， 能够安心地学习音乐。

“我在插队那会儿， 一手拿着长笛， 一手拿着画
笔， 可算是 ‘红人’ 了。” 徐鹏飞说。 后来， 县文工团
要找一名会吹笛子的人， 满县城的找， 最终， 知道他
会， 就把他调了过去。 “也因此，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 1970年， 徐鹏飞调入了县文工团。
一年四季走屯串乡演出。 每到一处， 他都会画些速写，

回城后就贴到宿舍的墙上， 等待同事们寻找自己演出
时候的形象。

可以说， 白天演出吹笛子， 晚上宿舍画漫画， 成
为了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此间， 他经常给报纸投稿， 很多都刊登了出来。
而且在各种比赛上还获得了奖项。

1988年， 他的第七届全国美展评委特约作品 《对
策》， 不仅构思巧妙， 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画面表现了
一人赶着马车进城， 走到禁止马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前，
怎么办呢？ 这是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 也是赶车
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按照常规， 既然禁止
马车通行， 就只能让马掉头另寻出路了。 然而， 让人
出乎意料的是， 赶车的人让马坐上车， 自己来拉车，
这样就可以通行了。 此画让读者很自然的联想到 “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徐鹏飞的幽默———徐氏幽默。 将幽默与讽
刺、 哲理与抒情相互交融。

徐氏幽默把生活中平凡的事物画的有情感有哲理，
幽默和讽刺也来的含蓄得体， 并有一种自然闲适的格
调从画中溢出。 也正因此， 人民日报主办的 《讽刺与
幽默》 编辑部，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徐鹏飞说： “其实， 漫画最初的出现， 和时事相
关， 很快就被报刊媒体所重视。 可以想象， 不论是新

闻， 还是副刊， 还是其他的内容， 如果全都是文字，
自然会显得比较枯燥， 而漫画和图片， 直观、 灵活，
一目了然， 特别是漫画， 既有幽默感， 又有艺术性，
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文字不能代替的。 过去， 漫画是为
了表达观点， 引导读者， 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等。 所以
对漫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有艺术性， 有幽默感，
比喻恰当，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而现在， 首先报
刊上的漫画比以前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其次，
要求也不严格了， 没有专门的漫画编辑， 很多都是文
字编辑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我们看来不合格的漫画
很多， 有的甚至占很大的版面。 我们经常呼吁清理一
些不健康的、 不好的漫画， 但是作用不大。”

回首往事，徐鹏飞很动情，“我是从1996年底开始任
《讽刺与幽默》 主编的， 2009年退休为名誉主编。 当时
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跟我说：‘你这几年做出点牺牲，
作为漫画家你画的再好也是个人的成绩，如果把这份报
纸做好了，那是对整个新闻漫画事业的贡献呀。’”

他毅然决定赴京 “赶考”。 从此， 以画漫画为生，
以吹长笛为趣，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次尝试 水墨中的民族性

漫画和其他画种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断出新，

不断变化， 如果失去了新奇特， 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漫画既能讽刺幽默又能歌颂， 而且非常灵活。 你比如
我们画一幅画， 可以说同时古人现代人， 站在一起交
流。 这显得漫画非常生动， 其他画种就没有这个特点
了。 所以说漫画最适合表现民生世情。

徐鹏飞说： “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 太多的因素
影响着讽刺与幽默漫画的发展 ， 对经济利益的重
视 ， 对眼球效应的追求等， 使得艺术的追求反而退居
其次， 漫画家们只能在艰苦的创作中， 在不被理解和
喜欢的世界里默默坚持 。 但是我相信 ， 未来可以
期待 。 因为讽刺漫画永远有用。” 他是这么说的， 也
是这么做的。

除了漫画， 徐鹏飞对油画、 尤其是国画也十分爱
好。 并走上了潜心研究和创作水墨漫画的道路。

在徐鹏飞创作的水墨漫画中， 钟馗的形象尤为普
遍， 徐鹏飞也通过钟馗这个形象来借古讽今， 向现实
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开炮。

他说： “我在50岁那一年开始着手进行水墨漫画
的创作。” 那是1997年， 他的作品 《权威》 获得了比利
时国际漫画节的 “铜冠奖”。 他去领奖时， 带去了一幅
水墨钟馗像 《鬼敢不来乎》， 作为赠予欧洲漫画家联盟
主席的礼物。 当他展示这幅作品的时候， 与会外国朋
友的围观和赞赏， 都说这个胜过他当时获奖的作品。

这便是他坚信：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 反映民族特
点的创作， 是弥足珍贵的。 回国以后， 他便尝试画水
墨漫画， 将传统的国画与漫画结合起来， 融入时代的
内容。

他的水墨漫画集 《酒趣》， 是以醉酒来影射人生
的。 水墨随着酒性飞笔走线， 粗看好似不经意间的逸
笔草草， 细看则独具匠心。

一种坚守 幽默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徐鹏飞表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
漫画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那个时候， 人们对漫画
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喜爱。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和对人
们生活的逐渐渗透， 以及外来漫画的冲击， 中国漫画
似乎进入一个 “瓶颈” 期。 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讽刺漫
画在报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受众似乎也在逐渐
缩小。

虽然有所担忧， 但徐鹏飞认为， 他对中国漫画的
前景仍旧十分看好， 因为中国漫画在国际漫画舞台上，
是享有较高的荣誉的。

尽管在中国漫画的受众中， 年轻人目前所占的比
重并不大，但徐鹏飞说，任何东西总会有喜欢的人，也有
年轻人对中国漫画尤其是传统的讽刺漫画十分喜爱。

还记得， 有一条微博： “吵不散， 骂不走， 才算
是爱” 的漫画帖被转发多次， 画中一男一女不停争吵，
突然间下起大雨， 两人虽然没有停止争吵， 男士却为
女士撑起伞， 自己淋着雨。 这组韵味十足的漫画， 正
是出于徐鹏飞之手， 是他1989年的作品 《夫妻吵架》。
历经23年， 依然被众多年轻人喜爱。 这也恰好说明，
真正好的漫画作品，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徐鹏飞认为， 其他的绘画领域， 都可以通过教育
培养， 漫画恰恰不行。 画漫画固然需要绘画功底， 但
是更重要的是思想性和幽默性， 而思想和幽默， 都是
无法教会的。 国画可以有山水、 花鸟、 人物等分类，
其他的画也一样， 但是唯有漫画是没有分类的， 每一
幅漫画都不一样， 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所以， 画
漫画， 在基础的绘画功底上可以培养， 但是一到创作
的阶段， 就没办法教了。 许多大漫画家都不是专业出
身的， 华君武也没有进过美院。 而且漫画家少有收弟
子的， 因为成为一个漫画家， 要有思想、 有幽默感，
还要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敢于批评的勇气， 这些东西
都是没法儿教的。

“漫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大家也
不能总娱乐， 纯娱乐。 还是要讲点思想， 讲点正气，
这样对提升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很有好处。 如果这方面
我们做好了， 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种启发心智的艺
术形式能够学到更多的。 我想， 一个人有幽默感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中的困难。 幽默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徐鹏飞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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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漫画， 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或是少男
少女、 可爱动物、 夸张搞怪的形象， 娱乐休闲似
乎成了漫画的主要功能， 但其实漫画有着另一个
重要的意义。 但在徐鹏飞看来， 漫画也要承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

观点一
漫画比的是智慧

在国内， 漫画显得比较低沉 ， 限制也比较
多， 很多外国人认为我们没有幽默感。 但是在最
重要的国际漫画大赛上， 中国人几乎拿遍了第
一名。 这说明， 中国人在讽刺与幽默上是一点
都不弱的，出去各个都很厉害，因为漫画是比智慧
的。 我们可能艺术技巧一般， 跟国外比甚至不如
别人，但是我们的思想很深刻。但凡得奖的中国漫
画，思想都是入木三分的，而且有很强的幽默感。

观点二
漫画是反映世界的评论

漫画比的是智慧， 讽刺与幽默漫画很能体现
这一点。 二者比较有思想性， 是非观是画漫画的
基础， 有了这个以后才能从事漫画行业。 漫画是
反映世界的评论， 没有是非观， 看世界是不清楚
的， 就评论不了。

其次， 漫画不完全是画工和技巧， 还要讲究
知识的积累。 漫画和其他的画有点不一样， 漫画
是一个意向的东西， 是写意， 就是用一个比喻来
说明问题。 我们常讲漫画家是杂家， 行行业业都
要知道， 这样才能丰富对世界的认识。 所以人的
知识非常重要， 政治经济文化都必须懂一点。

观点三
漫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漫画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比如好的漫画
非常深刻， 一阵见血， 小中见大， 很复杂、 摸不
清的东西， 漫画家用很简单的画一针扎到心里，
就是这么一回事， 会刺得很痛。 这就是漫画的功
能， 这个功能全世界都存在。

虽然现在的讽刺漫画是冷门， 但是总有人喜
欢， 因为总有人要评论， 这是性格决定， 看到不
好的东西就要说， 总想发表自己的言论， 这种性
情的人才能成为漫画家。

可能有的人会说漫画家是比较愤青的， 甚至
有一点偏激， 但我觉得，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正是
这样的人。

徐鹏飞， 1949年生于吉林
省长春市 ， 中国当代漫画领军
人物。 曾任 《吉林日报》 美术编
辑、 美术部主任 ， 人民日报社
《讽刺与幽默》 主编、 高级编辑、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
会主任 、 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
副主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
祥物评委、 亚太动漫协会顾问，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
委员会名誉主任 。 徐鹏飞作品
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漫画一
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
品奖 、 第九届全国美展铜牌奖
等诸多大奖。

【观点】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彭程/摄

我和我的祖国

他在漫画界辛勤耕耘数十载， 以独特的风格引人入胜， 一直被视为 “漫坛翘楚”；
他多次获得国内外漫画大奖， 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融入画笔， 被业界称为 “徐氏漫画”；
他认为社会需要批评， 审丑是为了突出美， 对国家与社会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笔耕不辍；
他对中国漫画的前途充满信心， 因为他认为幽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质， 有着感动世

界的力量；
他就是人民日报社 《讽刺与幽默》 原主编、 著名漫画家徐鹏飞———

简介：一支画笔 绘就美与丑

1949年2月生于吉林长春的徐鹏飞， 今年整整70
岁， 与共和国同龄。 作为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的他，
1978年开始了漫画创作。 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第九届全
国美展铜牌奖等诸多大奖。 时至今日， 徐鹏飞的漫画
仍然被视为我国讽刺漫画界的翘楚。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幽默感的绘画，
常被用来讽刺或批判某些人和事， 因此也成为了漫画
家们针砭时弊、 揭露假恶丑的文艺武器。 1979年， 人
民日报社创办了 《讽刺与幽默》 报， 至今已走过40个
年头，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漫画报纸。 作
为 《讽刺与幽默》 的原主编， 多年来， 徐鹏飞也一直
坚定地认为， 讽刺才是漫画的根本所在。

大多数漫画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都是丑， 因此
也有人称漫画为审丑艺术。 漫画家们通过对丑的刻画，
来否定丑， 在否定了丑的同时， 也就是肯定了美。

徐鹏飞4岁就开始接触绘画， 那时懵懂的他并不清
楚画画对他意味着什么， 只是对画画本身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而徐鹏飞最终也选择漫画作为他的终生事业。

徐鹏飞回忆道： “我自幼喜欢画画儿。 小时候，
家中靠床的一面墙是用旧报纸糊的， 我经常拿起笔，
给报纸上的人物 ‘配’ 副眼镜或者是让他们突然 ‘长’
出浓密的小胡子。”

“在家里墙壁上画， 受到家长的批评； 在走廊楼
道里画， 受到邻居的批评； 在台阶马路上画， 受到居
委会的批评； 在课本作业上画， 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
是徐鹏飞自嘲的一段回忆文字。

后来， 时逢 “文化大革命”， 高中毕业后， 徐鹏飞
就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的山村插队落户。 “劳作之余，
我的乐趣就是拿起画笔描绘身边有趣儿的事。” 徐鹏飞
说， “当时给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写信， 我也是会经常
用画作来表达， 比如， 割庄稼时割破了腿， 做豆腐的
时候被豆浆烫伤了手， 打柴的时候翻了车， 牛都跑了，
我看着车发呆……”

想到这些，徐鹏飞便会说：“知青岁月给了我很多回
忆，也使我从那个年代里攫取更多丰富创作的源泉。 ”

记得当时， 县城里普遍存在争夺房前屋后占地面
积的情况， “今天你把围栏向外扩一尺， 明天我就会
外挪二尺。” 徐鹏飞就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 因为
他家门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以前， 我家门口
很宽敞， 汽车都能过， 可是过了不久， 就连手推车都
过不去了， 后来， 我只能侧着身子通过， 你说， 这种

情形我能不画么？！”
于是， 便有了 《越走越窄》 的作品， 当时， 他投

给了 《延边日报》， 居然， 很快见报了。 “那是我的第
一幅见报的作品 ， 记得当天晚上 ， 我高兴得都失眠
了。” 徐鹏飞说。

自此以后， 徐鹏飞发现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
材， 然后进行创作， 这也坚定了他以此为生的念头。

一支长笛 改变了命运

青年时的徐鹏飞， 除了会画画， 他还有个爱好，
就是吹长笛。

17岁之前， 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甚至看不
懂五线谱，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由于出身不好， 徐鹏飞和5个艺术学院的老师一起
劳作生活了8个月。 也就是在那时， 让他有时间、 有名
师， 能够安心地学习音乐。

“我在插队那会儿， 一手拿着长笛， 一手拿着画
笔， 可算是 ‘红人’ 了。” 徐鹏飞说。 后来， 县文工团
要找一名会吹笛子的人， 满县城的找， 最终， 知道他
会， 就把他调了过去。 “也因此，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 1970年， 徐鹏飞调入了县文工团。
一年四季走屯串乡演出。 每到一处， 他都会画些速写，

回城后就贴到宿舍的墙上， 等待同事们寻找自己演出
时候的形象。

可以说， 白天演出吹笛子， 晚上宿舍画漫画， 成
为了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此间， 他经常给报纸投稿， 很多都刊登了出来。
而且在各种比赛上还获得了奖项。

1988年， 他的第七届全国美展评委特约作品 《对
策》， 不仅构思巧妙， 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画面表现了
一人赶着马车进城， 走到禁止马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前，
怎么办呢？ 这是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 也是赶车
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按照常规， 既然禁止
马车通行， 就只能让马掉头另寻出路了。 然而， 让人
出乎意料的是， 赶车的人让马坐上车， 自己来拉车，
这样就可以通行了。 此画让读者很自然的联想到 “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徐鹏飞的幽默———徐氏幽默。 将幽默与讽
刺、 哲理与抒情相互交融。

徐氏幽默把生活中平凡的事物画的有情感有哲理，
幽默和讽刺也来的含蓄得体， 并有一种自然闲适的格
调从画中溢出。 也正因此， 人民日报主办的 《讽刺与
幽默》 编辑部，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徐鹏飞说： “其实， 漫画最初的出现， 和时事相
关， 很快就被报刊媒体所重视。 可以想象， 不论是新

闻， 还是副刊， 还是其他的内容， 如果全都是文字，
自然会显得比较枯燥， 而漫画和图片， 直观、 灵活，
一目了然， 特别是漫画， 既有幽默感， 又有艺术性，
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文字不能代替的。 过去， 漫画是为
了表达观点， 引导读者， 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等。 所以
对漫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有艺术性， 有幽默感，
比喻恰当，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而现在， 首先报
刊上的漫画比以前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其次，
要求也不严格了， 没有专门的漫画编辑， 很多都是文
字编辑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我们看来不合格的漫画
很多， 有的甚至占很大的版面。 我们经常呼吁清理一
些不健康的、 不好的漫画， 但是作用不大。”

回首往事，徐鹏飞很动情，“我是从1996年底开始任
《讽刺与幽默》 主编的， 2009年退休为名誉主编。 当时
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跟我说：‘你这几年做出点牺牲，
作为漫画家你画的再好也是个人的成绩，如果把这份报
纸做好了，那是对整个新闻漫画事业的贡献呀。’”

他毅然决定赴京 “赶考”。 从此， 以画漫画为生，
以吹长笛为趣，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次尝试 水墨中的民族性

漫画和其他画种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断出新，

不断变化， 如果失去了新奇特， 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漫画既能讽刺幽默又能歌颂， 而且非常灵活。 你比如
我们画一幅画， 可以说同时古人现代人， 站在一起交
流。 这显得漫画非常生动， 其他画种就没有这个特点
了。 所以说漫画最适合表现民生世情。

徐鹏飞说： “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 太多的因素
影响着讽刺与幽默漫画的发展 ， 对经济利益的重
视 ， 对眼球效应的追求等， 使得艺术的追求反而退居
其次， 漫画家们只能在艰苦的创作中， 在不被理解和
喜欢的世界里默默坚持 。 但是我相信 ， 未来可以
期待 。 因为讽刺漫画永远有用。” 他是这么说的， 也
是这么做的。

除了漫画， 徐鹏飞对油画、 尤其是国画也十分爱
好。 并走上了潜心研究和创作水墨漫画的道路。

在徐鹏飞创作的水墨漫画中， 钟馗的形象尤为普
遍， 徐鹏飞也通过钟馗这个形象来借古讽今， 向现实
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开炮。

他说： “我在50岁那一年开始着手进行水墨漫画
的创作。” 那是1997年， 他的作品 《权威》 获得了比利
时国际漫画节的 “铜冠奖”。 他去领奖时， 带去了一幅
水墨钟馗像 《鬼敢不来乎》， 作为赠予欧洲漫画家联盟
主席的礼物。 当他展示这幅作品的时候， 与会外国朋
友的围观和赞赏， 都说这个胜过他当时获奖的作品。

这便是他坚信：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 反映民族特
点的创作， 是弥足珍贵的。 回国以后， 他便尝试画水
墨漫画， 将传统的国画与漫画结合起来， 融入时代的
内容。

他的水墨漫画集 《酒趣》， 是以醉酒来影射人生
的。 水墨随着酒性飞笔走线， 粗看好似不经意间的逸
笔草草， 细看则独具匠心。

一种坚守 幽默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徐鹏飞表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
漫画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那个时候， 人们对漫画
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喜爱。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和对人
们生活的逐渐渗透， 以及外来漫画的冲击， 中国漫画
似乎进入一个 “瓶颈” 期。 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讽刺漫
画在报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受众似乎也在逐渐
缩小。

虽然有所担忧， 但徐鹏飞认为， 他对中国漫画的
前景仍旧十分看好， 因为中国漫画在国际漫画舞台上，
是享有较高的荣誉的。

尽管在中国漫画的受众中， 年轻人目前所占的比
重并不大，但徐鹏飞说，任何东西总会有喜欢的人，也有
年轻人对中国漫画尤其是传统的讽刺漫画十分喜爱。

还记得， 有一条微博： “吵不散， 骂不走， 才算
是爱” 的漫画帖被转发多次， 画中一男一女不停争吵，
突然间下起大雨， 两人虽然没有停止争吵， 男士却为
女士撑起伞， 自己淋着雨。 这组韵味十足的漫画， 正
是出于徐鹏飞之手， 是他1989年的作品 《夫妻吵架》。
历经23年， 依然被众多年轻人喜爱。 这也恰好说明，
真正好的漫画作品，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徐鹏飞认为， 其他的绘画领域， 都可以通过教育
培养， 漫画恰恰不行。 画漫画固然需要绘画功底， 但
是更重要的是思想性和幽默性， 而思想和幽默， 都是
无法教会的。 国画可以有山水、 花鸟、 人物等分类，
其他的画也一样， 但是唯有漫画是没有分类的， 每一
幅漫画都不一样， 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所以， 画
漫画， 在基础的绘画功底上可以培养， 但是一到创作
的阶段， 就没办法教了。 许多大漫画家都不是专业出
身的， 华君武也没有进过美院。 而且漫画家少有收弟
子的， 因为成为一个漫画家， 要有思想、 有幽默感，
还要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敢于批评的勇气， 这些东西
都是没法儿教的。

“漫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大家也
不能总娱乐， 纯娱乐。 还是要讲点思想， 讲点正气，
这样对提升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很有好处。 如果这方面
我们做好了， 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种启发心智的艺
术形式能够学到更多的。 我想， 一个人有幽默感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中的困难。 幽默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徐鹏飞说道。

一支画笔 绘就美与丑

1949年2月生于吉林长春的徐鹏飞， 今年整整70
岁， 与共和国同龄。 作为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的他，
1978年开始了漫画创作。 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第九届全
国美展铜牌奖等诸多大奖。 时至今日， 徐鹏飞的漫画
仍然被视为我国讽刺漫画界的翘楚。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幽默感的绘画，
常被用来讽刺或批判某些人和事， 因此也成为了漫画
家们针砭时弊、 揭露假恶丑的文艺武器。 1979年， 人
民日报社创办了 《讽刺与幽默》 报， 至今已走过40个
年头，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漫画报纸。 作
为 《讽刺与幽默》 的原主编， 多年来， 徐鹏飞也一直
坚定地认为， 讽刺才是漫画的根本所在。

大多数漫画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都是丑， 因此
也有人称漫画为审丑艺术。 漫画家们通过对丑的刻画，
来否定丑， 在否定了丑的同时， 也就是肯定了美。

徐鹏飞4岁就开始接触绘画， 那时懵懂的他并不清
楚画画对他意味着什么， 只是对画画本身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而徐鹏飞最终也选择漫画作为他的终生事业。

徐鹏飞回忆道： “我自幼喜欢画画儿。 小时候，
家中靠床的一面墙是用旧报纸糊的， 我经常拿起笔，
给报纸上的人物 ‘配’ 副眼镜或者是让他们突然 ‘长’
出浓密的小胡子。”

“在家里墙壁上画， 受到家长的批评； 在走廊楼
道里画， 受到邻居的批评； 在台阶马路上画， 受到居
委会的批评； 在课本作业上画， 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
是徐鹏飞自嘲的一段回忆文字。

后来， 时逢 “文化大革命”， 高中毕业后， 徐鹏飞
就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的山村插队落户。 “劳作之余，
我的乐趣就是拿起画笔描绘身边有趣儿的事。” 徐鹏飞
说， “当时给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写信， 我也是会经常
用画作来表达， 比如， 割庄稼时割破了腿， 做豆腐的
时候被豆浆烫伤了手， 打柴的时候翻了车， 牛都跑了，
我看着车发呆……”

想到这些，徐鹏飞便会说：“知青岁月给了我很多回
忆，也使我从那个年代里攫取更多丰富创作的源泉。 ”

记得当时， 县城里普遍存在争夺房前屋后占地面
积的情况， “今天你把围栏向外扩一尺， 明天我就会
外挪二尺。” 徐鹏飞就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 因为
他家门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以前， 我家门口
很宽敞， 汽车都能过， 可是过了不久， 就连手推车都
过不去了， 后来， 我只能侧着身子通过， 你说， 这种

情形我能不画么？！”
于是， 便有了 《越走越窄》 的作品， 当时， 他投

给了 《延边日报》， 居然， 很快见报了。 “那是我的第
一幅见报的作品 ， 记得当天晚上 ， 我高兴得都失眠
了。” 徐鹏飞说。

自此以后， 徐鹏飞发现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
材， 然后进行创作， 这也坚定了他以此为生的念头。

一支长笛 改变了命运

青年时的徐鹏飞， 除了会画画， 他还有个爱好，
就是吹长笛。

17岁之前， 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甚至看不
懂五线谱，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由于出身不好， 徐鹏飞和5个艺术学院的老师一起
劳作生活了8个月。 也就是在那时， 让他有时间、 有名
师， 能够安心地学习音乐。

“我在插队那会儿， 一手拿着长笛， 一手拿着画
笔， 可算是 ‘红人’ 了。” 徐鹏飞说。 后来， 县文工团
要找一名会吹笛子的人， 满县城的找， 最终， 知道他
会， 就把他调了过去。 “也因此，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 1970年， 徐鹏飞调入了县文工团。
一年四季走屯串乡演出。 每到一处， 他都会画些速写，

回城后就贴到宿舍的墙上， 等待同事们寻找自己演出
时候的形象。

可以说， 白天演出吹笛子， 晚上宿舍画漫画， 成
为了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此间， 他经常给报纸投稿， 很多都刊登了出来。
而且在各种比赛上还获得了奖项。

1988年， 他的第七届全国美展评委特约作品 《对
策》， 不仅构思巧妙， 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画面表现了
一人赶着马车进城， 走到禁止马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前，
怎么办呢？ 这是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 也是赶车
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按照常规， 既然禁止
马车通行， 就只能让马掉头另寻出路了。 然而， 让人
出乎意料的是， 赶车的人让马坐上车， 自己来拉车，
这样就可以通行了。 此画让读者很自然的联想到 “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徐鹏飞的幽默———徐氏幽默。 将幽默与讽
刺、 哲理与抒情相互交融。

徐氏幽默把生活中平凡的事物画的有情感有哲理，
幽默和讽刺也来的含蓄得体， 并有一种自然闲适的格
调从画中溢出。 也正因此， 人民日报主办的 《讽刺与
幽默》 编辑部，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徐鹏飞说： “其实， 漫画最初的出现， 和时事相
关， 很快就被报刊媒体所重视。 可以想象， 不论是新

闻， 还是副刊， 还是其他的内容， 如果全都是文字，
自然会显得比较枯燥， 而漫画和图片， 直观、 灵活，
一目了然， 特别是漫画， 既有幽默感， 又有艺术性，
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文字不能代替的。 过去， 漫画是为
了表达观点， 引导读者， 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等。 所以
对漫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有艺术性， 有幽默感，
比喻恰当，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而现在， 首先报
刊上的漫画比以前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其次，
要求也不严格了， 没有专门的漫画编辑， 很多都是文
字编辑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我们看来不合格的漫画
很多， 有的甚至占很大的版面。 我们经常呼吁清理一
些不健康的、 不好的漫画， 但是作用不大。”

回首往事，徐鹏飞很动情，“我是从1996年底开始任
《讽刺与幽默》 主编的， 2009年退休为名誉主编。 当时
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跟我说：‘你这几年做出点牺牲，
作为漫画家你画的再好也是个人的成绩，如果把这份报
纸做好了，那是对整个新闻漫画事业的贡献呀。’”

他毅然决定赴京 “赶考”。 从此， 以画漫画为生，
以吹长笛为趣，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次尝试 水墨中的民族性

漫画和其他画种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断出新，

不断变化， 如果失去了新奇特， 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漫画既能讽刺幽默又能歌颂， 而且非常灵活。 你比如
我们画一幅画， 可以说同时古人现代人， 站在一起交
流。 这显得漫画非常生动， 其他画种就没有这个特点
了。 所以说漫画最适合表现民生世情。

徐鹏飞说： “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 太多的因素
影响着讽刺与幽默漫画的发展 ， 对经济利益的重
视 ， 对眼球效应的追求等， 使得艺术的追求反而退居
其次， 漫画家们只能在艰苦的创作中， 在不被理解和
喜欢的世界里默默坚持 。 但是我相信 ， 未来可以
期待 。 因为讽刺漫画永远有用。” 他是这么说的， 也
是这么做的。

除了漫画， 徐鹏飞对油画、 尤其是国画也十分爱
好。 并走上了潜心研究和创作水墨漫画的道路。

在徐鹏飞创作的水墨漫画中， 钟馗的形象尤为普
遍， 徐鹏飞也通过钟馗这个形象来借古讽今， 向现实
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开炮。

他说： “我在50岁那一年开始着手进行水墨漫画
的创作。” 那是1997年， 他的作品 《权威》 获得了比利
时国际漫画节的 “铜冠奖”。 他去领奖时， 带去了一幅
水墨钟馗像 《鬼敢不来乎》， 作为赠予欧洲漫画家联盟
主席的礼物。 当他展示这幅作品的时候， 与会外国朋
友的围观和赞赏， 都说这个胜过他当时获奖的作品。

这便是他坚信：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 反映民族特
点的创作， 是弥足珍贵的。 回国以后， 他便尝试画水
墨漫画， 将传统的国画与漫画结合起来， 融入时代的
内容。

他的水墨漫画集 《酒趣》， 是以醉酒来影射人生
的。 水墨随着酒性飞笔走线， 粗看好似不经意间的逸
笔草草， 细看则独具匠心。

一种坚守 幽默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徐鹏飞表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
漫画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那个时候， 人们对漫画
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喜爱。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和对人
们生活的逐渐渗透， 以及外来漫画的冲击， 中国漫画
似乎进入一个 “瓶颈” 期。 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讽刺漫
画在报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受众似乎也在逐渐
缩小。

虽然有所担忧， 但徐鹏飞认为， 他对中国漫画的
前景仍旧十分看好， 因为中国漫画在国际漫画舞台上，
是享有较高的荣誉的。

尽管在中国漫画的受众中， 年轻人目前所占的比
重并不大，但徐鹏飞说，任何东西总会有喜欢的人，也有
年轻人对中国漫画尤其是传统的讽刺漫画十分喜爱。

还记得， 有一条微博： “吵不散， 骂不走， 才算
是爱” 的漫画帖被转发多次， 画中一男一女不停争吵，
突然间下起大雨， 两人虽然没有停止争吵， 男士却为
女士撑起伞， 自己淋着雨。 这组韵味十足的漫画， 正
是出于徐鹏飞之手， 是他1989年的作品 《夫妻吵架》。
历经23年， 依然被众多年轻人喜爱。 这也恰好说明，
真正好的漫画作品，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徐鹏飞认为， 其他的绘画领域， 都可以通过教育
培养， 漫画恰恰不行。 画漫画固然需要绘画功底， 但
是更重要的是思想性和幽默性， 而思想和幽默， 都是
无法教会的。 国画可以有山水、 花鸟、 人物等分类，
其他的画也一样， 但是唯有漫画是没有分类的， 每一
幅漫画都不一样， 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所以， 画
漫画， 在基础的绘画功底上可以培养， 但是一到创作
的阶段， 就没办法教了。 许多大漫画家都不是专业出
身的， 华君武也没有进过美院。 而且漫画家少有收弟
子的， 因为成为一个漫画家， 要有思想、 有幽默感，
还要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敢于批评的勇气， 这些东西
都是没法儿教的。

“漫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大家也
不能总娱乐， 纯娱乐。 还是要讲点思想， 讲点正气，
这样对提升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很有好处。 如果这方面
我们做好了， 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种启发心智的艺
术形式能够学到更多的。 我想， 一个人有幽默感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中的困难。 幽默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徐鹏飞说道。

一支画笔 绘就美与丑

1949年2月生于吉林长春的徐鹏飞， 今年整整70
岁， 与共和国同龄。 作为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的他，
1978年开始了漫画创作。 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第九届全
国美展铜牌奖等诸多大奖。 时至今日， 徐鹏飞的漫画
仍然被视为我国讽刺漫画界的翘楚。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幽默感的绘画，
常被用来讽刺或批判某些人和事， 因此也成为了漫画
家们针砭时弊、 揭露假恶丑的文艺武器。 1979年， 人
民日报社创办了 《讽刺与幽默》 报， 至今已走过40个
年头，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漫画报纸。 作
为 《讽刺与幽默》 的原主编， 多年来， 徐鹏飞也一直
坚定地认为， 讽刺才是漫画的根本所在。

大多数漫画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都是丑， 因此
也有人称漫画为审丑艺术。 漫画家们通过对丑的刻画，
来否定丑， 在否定了丑的同时， 也就是肯定了美。

徐鹏飞4岁就开始接触绘画， 那时懵懂的他并不清
楚画画对他意味着什么， 只是对画画本身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而徐鹏飞最终也选择漫画作为他的终生事业。

徐鹏飞回忆道： “我自幼喜欢画画儿。 小时候，
家中靠床的一面墙是用旧报纸糊的， 我经常拿起笔，
给报纸上的人物 ‘配’ 副眼镜或者是让他们突然 ‘长’
出浓密的小胡子。”

“在家里墙壁上画， 受到家长的批评； 在走廊楼
道里画， 受到邻居的批评； 在台阶马路上画， 受到居
委会的批评； 在课本作业上画， 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
是徐鹏飞自嘲的一段回忆文字。

后来， 时逢 “文化大革命”， 高中毕业后， 徐鹏飞
就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的山村插队落户。 “劳作之余，
我的乐趣就是拿起画笔描绘身边有趣儿的事。” 徐鹏飞
说， “当时给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写信， 我也是会经常
用画作来表达， 比如， 割庄稼时割破了腿， 做豆腐的
时候被豆浆烫伤了手， 打柴的时候翻了车， 牛都跑了，
我看着车发呆……”

想到这些，徐鹏飞便会说：“知青岁月给了我很多回
忆，也使我从那个年代里攫取更多丰富创作的源泉。 ”

记得当时， 县城里普遍存在争夺房前屋后占地面
积的情况， “今天你把围栏向外扩一尺， 明天我就会
外挪二尺。” 徐鹏飞就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 因为
他家门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以前， 我家门口
很宽敞， 汽车都能过， 可是过了不久， 就连手推车都
过不去了， 后来， 我只能侧着身子通过， 你说， 这种

情形我能不画么？！”
于是， 便有了 《越走越窄》 的作品， 当时， 他投

给了 《延边日报》， 居然， 很快见报了。 “那是我的第
一幅见报的作品 ， 记得当天晚上 ， 我高兴得都失眠
了。” 徐鹏飞说。

自此以后， 徐鹏飞发现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
材， 然后进行创作， 这也坚定了他以此为生的念头。

一支长笛 改变了命运

青年时的徐鹏飞， 除了会画画， 他还有个爱好，
就是吹长笛。

17岁之前， 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甚至看不
懂五线谱，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由于出身不好， 徐鹏飞和5个艺术学院的老师一起
劳作生活了8个月。 也就是在那时， 让他有时间、 有名
师， 能够安心地学习音乐。

“我在插队那会儿， 一手拿着长笛， 一手拿着画
笔， 可算是 ‘红人’ 了。” 徐鹏飞说。 后来， 县文工团
要找一名会吹笛子的人， 满县城的找， 最终， 知道他
会， 就把他调了过去。 “也因此，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 1970年， 徐鹏飞调入了县文工团。
一年四季走屯串乡演出。 每到一处， 他都会画些速写，

回城后就贴到宿舍的墙上， 等待同事们寻找自己演出
时候的形象。

可以说， 白天演出吹笛子， 晚上宿舍画漫画， 成
为了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此间， 他经常给报纸投稿， 很多都刊登了出来。
而且在各种比赛上还获得了奖项。

1988年， 他的第七届全国美展评委特约作品 《对
策》， 不仅构思巧妙， 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画面表现了
一人赶着马车进城， 走到禁止马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前，
怎么办呢？ 这是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 也是赶车
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按照常规， 既然禁止
马车通行， 就只能让马掉头另寻出路了。 然而， 让人
出乎意料的是， 赶车的人让马坐上车， 自己来拉车，
这样就可以通行了。 此画让读者很自然的联想到 “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徐鹏飞的幽默———徐氏幽默。 将幽默与讽
刺、 哲理与抒情相互交融。

徐氏幽默把生活中平凡的事物画的有情感有哲理，
幽默和讽刺也来的含蓄得体， 并有一种自然闲适的格
调从画中溢出。 也正因此， 人民日报主办的 《讽刺与
幽默》 编辑部，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徐鹏飞说： “其实， 漫画最初的出现， 和时事相
关， 很快就被报刊媒体所重视。 可以想象， 不论是新

闻， 还是副刊， 还是其他的内容， 如果全都是文字，
自然会显得比较枯燥， 而漫画和图片， 直观、 灵活，
一目了然， 特别是漫画， 既有幽默感， 又有艺术性，
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文字不能代替的。 过去， 漫画是为
了表达观点， 引导读者， 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等。 所以
对漫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有艺术性， 有幽默感，
比喻恰当，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而现在， 首先报
刊上的漫画比以前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其次，
要求也不严格了， 没有专门的漫画编辑， 很多都是文
字编辑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我们看来不合格的漫画
很多， 有的甚至占很大的版面。 我们经常呼吁清理一
些不健康的、 不好的漫画， 但是作用不大。”

回首往事，徐鹏飞很动情，“我是从1996年底开始任
《讽刺与幽默》 主编的， 2009年退休为名誉主编。 当时
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跟我说：‘你这几年做出点牺牲，
作为漫画家你画的再好也是个人的成绩，如果把这份报
纸做好了，那是对整个新闻漫画事业的贡献呀。’”

他毅然决定赴京 “赶考”。 从此， 以画漫画为生，
以吹长笛为趣，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次尝试 水墨中的民族性

漫画和其他画种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断出新，

不断变化， 如果失去了新奇特， 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漫画既能讽刺幽默又能歌颂， 而且非常灵活。 你比如
我们画一幅画， 可以说同时古人现代人， 站在一起交
流。 这显得漫画非常生动， 其他画种就没有这个特点
了。 所以说漫画最适合表现民生世情。

徐鹏飞说： “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 太多的因素
影响着讽刺与幽默漫画的发展 ， 对经济利益的重
视 ， 对眼球效应的追求等， 使得艺术的追求反而退居
其次， 漫画家们只能在艰苦的创作中， 在不被理解和
喜欢的世界里默默坚持 。 但是我相信 ， 未来可以
期待 。 因为讽刺漫画永远有用。” 他是这么说的， 也
是这么做的。

除了漫画， 徐鹏飞对油画、 尤其是国画也十分爱
好。 并走上了潜心研究和创作水墨漫画的道路。

在徐鹏飞创作的水墨漫画中， 钟馗的形象尤为普
遍， 徐鹏飞也通过钟馗这个形象来借古讽今， 向现实
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开炮。

他说： “我在50岁那一年开始着手进行水墨漫画
的创作。” 那是1997年， 他的作品 《权威》 获得了比利
时国际漫画节的 “铜冠奖”。 他去领奖时， 带去了一幅
水墨钟馗像 《鬼敢不来乎》， 作为赠予欧洲漫画家联盟
主席的礼物。 当他展示这幅作品的时候， 与会外国朋
友的围观和赞赏， 都说这个胜过他当时获奖的作品。

这便是他坚信：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 反映民族特
点的创作， 是弥足珍贵的。 回国以后， 他便尝试画水
墨漫画， 将传统的国画与漫画结合起来， 融入时代的
内容。

他的水墨漫画集 《酒趣》， 是以醉酒来影射人生
的。 水墨随着酒性飞笔走线， 粗看好似不经意间的逸
笔草草， 细看则独具匠心。

一种坚守 幽默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徐鹏飞表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
漫画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那个时候， 人们对漫画
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喜爱。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和对人
们生活的逐渐渗透， 以及外来漫画的冲击， 中国漫画
似乎进入一个 “瓶颈” 期。 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讽刺漫
画在报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受众似乎也在逐渐
缩小。

虽然有所担忧， 但徐鹏飞认为， 他对中国漫画的
前景仍旧十分看好， 因为中国漫画在国际漫画舞台上，
是享有较高的荣誉的。

尽管在中国漫画的受众中， 年轻人目前所占的比
重并不大，但徐鹏飞说，任何东西总会有喜欢的人，也有
年轻人对中国漫画尤其是传统的讽刺漫画十分喜爱。

还记得， 有一条微博： “吵不散， 骂不走， 才算
是爱” 的漫画帖被转发多次， 画中一男一女不停争吵，
突然间下起大雨， 两人虽然没有停止争吵， 男士却为
女士撑起伞， 自己淋着雨。 这组韵味十足的漫画， 正
是出于徐鹏飞之手， 是他1989年的作品 《夫妻吵架》。
历经23年， 依然被众多年轻人喜爱。 这也恰好说明，
真正好的漫画作品，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徐鹏飞认为， 其他的绘画领域， 都可以通过教育
培养， 漫画恰恰不行。 画漫画固然需要绘画功底， 但
是更重要的是思想性和幽默性， 而思想和幽默， 都是
无法教会的。 国画可以有山水、 花鸟、 人物等分类，
其他的画也一样， 但是唯有漫画是没有分类的， 每一
幅漫画都不一样， 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所以， 画
漫画， 在基础的绘画功底上可以培养， 但是一到创作
的阶段， 就没办法教了。 许多大漫画家都不是专业出
身的， 华君武也没有进过美院。 而且漫画家少有收弟
子的， 因为成为一个漫画家， 要有思想、 有幽默感，
还要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敢于批评的勇气， 这些东西
都是没法儿教的。

“漫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大家也
不能总娱乐， 纯娱乐。 还是要讲点思想， 讲点正气，
这样对提升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很有好处。 如果这方面
我们做好了， 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种启发心智的艺
术形式能够学到更多的。 我想， 一个人有幽默感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中的困难。 幽默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徐鹏飞说道。

一支画笔 绘就美与丑

1949年2月生于吉林长春的徐鹏飞， 今年整整70
岁， 与共和国同龄。 作为中国当代漫画领军人物的他，
1978年开始了漫画创作。 作品曾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
漫画一等奖、 第六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 第九届全
国美展铜牌奖等诸多大奖。 时至今日， 徐鹏飞的漫画
仍然被视为我国讽刺漫画界的翘楚。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与幽默感的绘画，
常被用来讽刺或批判某些人和事， 因此也成为了漫画
家们针砭时弊、 揭露假恶丑的文艺武器。 1979年， 人
民日报社创办了 《讽刺与幽默》 报， 至今已走过40个
年头，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漫画报纸。 作
为 《讽刺与幽默》 的原主编， 多年来， 徐鹏飞也一直
坚定地认为， 讽刺才是漫画的根本所在。

大多数漫画给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都是丑， 因此
也有人称漫画为审丑艺术。 漫画家们通过对丑的刻画，
来否定丑， 在否定了丑的同时， 也就是肯定了美。

徐鹏飞4岁就开始接触绘画， 那时懵懂的他并不清
楚画画对他意味着什么， 只是对画画本身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而徐鹏飞最终也选择漫画作为他的终生事业。

徐鹏飞回忆道： “我自幼喜欢画画儿。 小时候，
家中靠床的一面墙是用旧报纸糊的， 我经常拿起笔，
给报纸上的人物 ‘配’ 副眼镜或者是让他们突然 ‘长’
出浓密的小胡子。”

“在家里墙壁上画， 受到家长的批评； 在走廊楼
道里画， 受到邻居的批评； 在台阶马路上画， 受到居
委会的批评； 在课本作业上画， 受到老师的批评。” 这
是徐鹏飞自嘲的一段回忆文字。

后来， 时逢 “文化大革命”， 高中毕业后， 徐鹏飞
就到了吉林省汪清县的山村插队落户。 “劳作之余，
我的乐趣就是拿起画笔描绘身边有趣儿的事。” 徐鹏飞
说， “当时给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写信， 我也是会经常
用画作来表达， 比如， 割庄稼时割破了腿， 做豆腐的
时候被豆浆烫伤了手， 打柴的时候翻了车， 牛都跑了，
我看着车发呆……”

想到这些，徐鹏飞便会说：“知青岁月给了我很多回
忆，也使我从那个年代里攫取更多丰富创作的源泉。 ”

记得当时， 县城里普遍存在争夺房前屋后占地面
积的情况， “今天你把围栏向外扩一尺， 明天我就会
外挪二尺。” 徐鹏飞就会从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 因为
他家门口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 “以前， 我家门口
很宽敞， 汽车都能过， 可是过了不久， 就连手推车都
过不去了， 后来， 我只能侧着身子通过， 你说， 这种

情形我能不画么？！”
于是， 便有了 《越走越窄》 的作品， 当时， 他投

给了 《延边日报》， 居然， 很快见报了。 “那是我的第
一幅见报的作品 ， 记得当天晚上 ， 我高兴得都失眠
了。” 徐鹏飞说。

自此以后， 徐鹏飞发现自己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素
材， 然后进行创作， 这也坚定了他以此为生的念头。

一支长笛 改变了命运

青年时的徐鹏飞， 除了会画画， 他还有个爱好，
就是吹长笛。

17岁之前， 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甚至看不
懂五线谱，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由于出身不好， 徐鹏飞和5个艺术学院的老师一起
劳作生活了8个月。 也就是在那时， 让他有时间、 有名
师， 能够安心地学习音乐。

“我在插队那会儿， 一手拿着长笛， 一手拿着画
笔， 可算是 ‘红人’ 了。” 徐鹏飞说。 后来， 县文工团
要找一名会吹笛子的人， 满县城的找， 最终， 知道他
会， 就把他调了过去。 “也因此， 改变了我的命运。”

记得那时候， 1970年， 徐鹏飞调入了县文工团。
一年四季走屯串乡演出。 每到一处， 他都会画些速写，

回城后就贴到宿舍的墙上， 等待同事们寻找自己演出
时候的形象。

可以说， 白天演出吹笛子， 晚上宿舍画漫画， 成
为了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此间， 他经常给报纸投稿， 很多都刊登了出来。
而且在各种比赛上还获得了奖项。

1988年， 他的第七届全国美展评委特约作品 《对
策》， 不仅构思巧妙， 而且富有生活情趣。 画面表现了
一人赶着马车进城， 走到禁止马车通行的交通标志前，
怎么办呢？ 这是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 也是赶车
的人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按照常规， 既然禁止
马车通行， 就只能让马掉头另寻出路了。 然而， 让人
出乎意料的是， 赶车的人让马坐上车， 自己来拉车，
这样就可以通行了。 此画让读者很自然的联想到 “上
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是徐鹏飞的幽默———徐氏幽默。 将幽默与讽
刺、 哲理与抒情相互交融。

徐氏幽默把生活中平凡的事物画的有情感有哲理，
幽默和讽刺也来的含蓄得体， 并有一种自然闲适的格
调从画中溢出。 也正因此， 人民日报主办的 《讽刺与
幽默》 编辑部，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徐鹏飞说： “其实， 漫画最初的出现， 和时事相
关， 很快就被报刊媒体所重视。 可以想象， 不论是新

闻， 还是副刊， 还是其他的内容， 如果全都是文字，
自然会显得比较枯燥， 而漫画和图片， 直观、 灵活，
一目了然， 特别是漫画， 既有幽默感， 又有艺术性，
所以它起的作用是文字不能代替的。 过去， 漫画是为
了表达观点， 引导读者， 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等。 所以
对漫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要有艺术性， 有幽默感，
比喻恰当， 还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 而现在， 首先报
刊上的漫画比以前少了， 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其次，
要求也不严格了， 没有专门的漫画编辑， 很多都是文
字编辑自己根据需要选择， 在我们看来不合格的漫画
很多， 有的甚至占很大的版面。 我们经常呼吁清理一
些不健康的、 不好的漫画， 但是作用不大。”

回首往事，徐鹏飞很动情，“我是从1996年底开始任
《讽刺与幽默》 主编的， 2009年退休为名誉主编。 当时
的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跟我说：‘你这几年做出点牺牲，
作为漫画家你画的再好也是个人的成绩，如果把这份报
纸做好了，那是对整个新闻漫画事业的贡献呀。’”

他毅然决定赴京 “赶考”。 从此， 以画漫画为生，
以吹长笛为趣，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次尝试 水墨中的民族性

漫画和其他画种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它不断出新，

不断变化， 如果失去了新奇特， 那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漫画既能讽刺幽默又能歌颂， 而且非常灵活。 你比如
我们画一幅画， 可以说同时古人现代人， 站在一起交
流。 这显得漫画非常生动， 其他画种就没有这个特点
了。 所以说漫画最适合表现民生世情。

徐鹏飞说： “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 太多的因素
影响着讽刺与幽默漫画的发展 ， 对经济利益的重
视 ， 对眼球效应的追求等， 使得艺术的追求反而退居
其次， 漫画家们只能在艰苦的创作中， 在不被理解和
喜欢的世界里默默坚持 。 但是我相信 ， 未来可以
期待 。 因为讽刺漫画永远有用。” 他是这么说的， 也
是这么做的。

除了漫画， 徐鹏飞对油画、 尤其是国画也十分爱
好。 并走上了潜心研究和创作水墨漫画的道路。

在徐鹏飞创作的水墨漫画中， 钟馗的形象尤为普
遍， 徐鹏飞也通过钟馗这个形象来借古讽今， 向现实
社会的许多丑恶现象开炮。

他说： “我在50岁那一年开始着手进行水墨漫画
的创作。” 那是1997年， 他的作品 《权威》 获得了比利
时国际漫画节的 “铜冠奖”。 他去领奖时， 带去了一幅
水墨钟馗像 《鬼敢不来乎》， 作为赠予欧洲漫画家联盟
主席的礼物。 当他展示这幅作品的时候， 与会外国朋
友的围观和赞赏， 都说这个胜过他当时获奖的作品。

这便是他坚信： 艺术是讲究个性的， 反映民族特
点的创作， 是弥足珍贵的。 回国以后， 他便尝试画水
墨漫画， 将传统的国画与漫画结合起来， 融入时代的
内容。

他的水墨漫画集 《酒趣》， 是以醉酒来影射人生
的。 水墨随着酒性飞笔走线， 粗看好似不经意间的逸
笔草草， 细看则独具匠心。

一种坚守 幽默是民族的文化特质

徐鹏飞表示， 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
漫画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那个时候， 人们对漫画
表现出一种狂热的喜爱。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达和对人
们生活的逐渐渗透， 以及外来漫画的冲击， 中国漫画
似乎进入一个 “瓶颈” 期。 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讽刺漫
画在报纸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受众似乎也在逐渐
缩小。

虽然有所担忧， 但徐鹏飞认为， 他对中国漫画的
前景仍旧十分看好， 因为中国漫画在国际漫画舞台上，
是享有较高的荣誉的。

尽管在中国漫画的受众中， 年轻人目前所占的比
重并不大，但徐鹏飞说，任何东西总会有喜欢的人，也有
年轻人对中国漫画尤其是传统的讽刺漫画十分喜爱。

还记得， 有一条微博： “吵不散， 骂不走， 才算
是爱” 的漫画帖被转发多次， 画中一男一女不停争吵，
突然间下起大雨， 两人虽然没有停止争吵， 男士却为
女士撑起伞， 自己淋着雨。 这组韵味十足的漫画， 正
是出于徐鹏飞之手， 是他1989年的作品 《夫妻吵架》。
历经23年， 依然被众多年轻人喜爱。 这也恰好说明，
真正好的漫画作品， 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徐鹏飞认为， 其他的绘画领域， 都可以通过教育
培养， 漫画恰恰不行。 画漫画固然需要绘画功底， 但
是更重要的是思想性和幽默性， 而思想和幽默， 都是
无法教会的。 国画可以有山水、 花鸟、 人物等分类，
其他的画也一样， 但是唯有漫画是没有分类的， 每一
幅漫画都不一样， 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所以， 画
漫画， 在基础的绘画功底上可以培养， 但是一到创作
的阶段， 就没办法教了。 许多大漫画家都不是专业出
身的， 华君武也没有进过美院。 而且漫画家少有收弟
子的， 因为成为一个漫画家， 要有思想、 有幽默感，
还要有爱憎分明的性格、 敢于批评的勇气， 这些东西
都是没法儿教的。

“漫画是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形式， 我希望大家也
不能总娱乐， 纯娱乐。 还是要讲点思想， 讲点正气，
这样对提升我们年轻人的精神很有好处。 如果这方面
我们做好了， 真是希望年轻人通过这种启发心智的艺
术形式能够学到更多的。 我想， 一个人有幽默感可以
化解很多生活中的困难。 幽默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徐鹏飞说道。

著著名名漫漫画画家家徐徐鹏鹏飞飞：：
笔笔下下有有褒褒贬贬 爱爱国国情情如如初初

徐鹏飞作品《对策》

徐鹏飞作品《偷生》 徐鹏飞作品《夫妻吵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