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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

桥事变”爆发之际，

华君武的挚友黄嘉

音送给他一本《西

行漫记》。书中描

述的中国西北地

区，尽管贫瘠，但官

兵平等，人们乐观

积极且怀有崇高理

想，尤其是那里有

真正抗日的中国共

产党。这本书对华

君武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改变了他的

人生道路——他毅

然决定前往延安，

追求自己的理想。

《西行漫记》就

像一束光，照亮了

华君武的内心世

界，让他看到了延

安所展现的希望与

未来。在他心中，

延安成为充满革命

激情的圣地，吸引

着他去探索和追

求。

·
关
注

■ 孙海燕

●“华君武漫画艺术文献展”现场 ● 1938年10月，
华君武赴延安途中● 1936年，在上海第一届全国漫画展上，华君

武与丁聪（左一）、黄尧（左二）、黄苗子（右一）合影
● 华君武与儿子华方方、儿媳张恂

怀着对革命圣地的向往，华君武毅然决
定奔赴延安。黄嘉音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
系毕业的大学生。1938年 8月，他请唐纳给
周恩来等人写信，请求帮助华君武去延安。
华君武细心地把信糊在皮箱夹层里，瞒着母
亲，带着盘缠第一次出远门。由于国民党阻
挠，华君武只能先南下再北上，途经香港、广
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等地。

在香港，他遇到了鲁少飞、张光宇、张
正宇等通过办杂志宣传抗日的爱国志士。在
广州，他巧遇黄苗子和郁风，黄苗子后来回忆
他当时穿着长衫。华君武离开广州到长沙
后，在街上碰到了叶浅予、张乐平、陆志庠和
丁聪等漫画家，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的抗日
热情高涨。

在武汉，华君武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

处，把唐纳的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让他去西安
办事处。他乘船到重庆，再转道成都，此时国民
党在这里堵截去延安的进步青年，导致去延安
的车没有了。后来他通过茶坊伙计得知可以搭
乘国民党军车，于是用黄嘉音给的盘缠坐上国
民党 200师杜聿明部队的卡车到了西安，找到
八路军办事处，递上李克农的信。一位姓赵的
同志安排他买棉衣，还为他开了“护照”，职务是

“八路军上士文书”。当晚他住在办事处汽车
班，第二天一早和另一位同志启程去陕西旬邑
县“陕北公学”。

最终，华君武到达了陕北，一个与上海截然
不同的新天地。在延安，他获得了许多现实滋
养，所见所闻为漫画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
材。他用漫画批评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行为，
作品具有超越时间的生命力。

奔赴延安踏上理想征程

《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
书馆馆长、教授陈军介绍，1939年 10月，延
安鲁艺成立了“鲁艺漫画研究会”，专门研
究漫画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得到了鲁艺各
系和剧团青年漫画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参
与，并推选华君武作为研究会负责人。漫
画研究会推动了延安漫画运动的快速发
展，那时延安的城墙、街头，到处张贴着抗
击日寇侵略、鼓舞民众积极抗战保卫国土
的漫画与标语。这些漫画充满昂扬的斗
志、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让每一个进入延安
的人都深受鼓舞。

当时华君武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作品
大多与政治密切关联，而他在鲁艺院内创办
的漫画墙报上发表的作品则比较生活化。
1939年，他的漫画《吃面条》生动夸张地表现
了艰苦环境下鲁艺学员对一碗面条的渴望。
其创作的漫画《知识分子》既讽刺又幽默，毛

主席来看了墙报，还给予了表扬。1942年 2
月，在华君武的提议下，他与蔡若虹、张谔三
人在军人俱乐部举办了“讽刺画展”，其中华
君武的漫画最多，影响力也比较大，《解放日
报》连续发表多篇报道，参观者络绎不绝。时
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江丰表示：“讽刺画不但
起到了镜子的效用，并且会引起造镜子和照
镜子的风气。”毛主席知道此事后很感兴趣，
也来参观画展。当天华君武正好值班，陪同
毛主席参观并负责讲解。参观结束，华君武
请毛主席提一些批评意见，毛主席说：“漫画
要发展的。”

1942年 5月 2日，毛主席在延安的杨家
岭大礼堂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华君武与其他
一百多位与会者手里拿着粉红色油光纸请
柬，兴致勃勃地走进会场。5月16日，第二次
座谈会召开。5月23日，毛主席发表讲话，正
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

次会议华君武均出席，听后他茅塞顿开，从此彻
底走上了民族化、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
道路。

1942年 8月的一天，毛主席请“讽刺画展”
的华君武、蔡若虹、张谔到他的住处枣园见面吃
饭。毛主席和大家握手，并询问了大家的籍贯，
他幽默、风趣、博学，渐渐地大家不再拘谨。其
中最让华君武难忘的，是毛主席对他1942年发
表在《解放日报》上的一幅漫画《1939年所植的
树》非常关注。该画讽刺延安有些地方只管种
树，不重视管理。毛主席表示：“延河植树植得
不好，应该批评。但是，要分清个别和一般。光
画一棵树，就好像是说整个的延河植树都不好，
这不准确。你要分清楚这是个别的，还是一般
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年轻的华君武全神
贯注地听着、记着、体会着。他牢牢记住毛主席
的话，并且贯穿于一生的漫画创作中，终生难
忘，终身受用。

当时延安物质条件艰苦，但是人们精神富
足。华君武住在西山，每天到东山，与蔡若虹一
起，用马兰草纸手工制作，把刻好的版画和漫画
印刷并密封好。华君武再用他独特的毛笔小楷
注明作品和作者的名字，写上“延安木刻选集”
字样，通过来延安的国际友人，带往欧洲美洲，
带往全世界，借助这种方式宣传中国的抗战精
神和延安精神。华君武、蔡若虹他们吃着延安
的小米，喝着延河的水，却站在时代的前沿，放
眼世界，是当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型
代表。

1947年，华君武创作的作品《磨好刀再杀》
成为其载入史册的漫画之一。美术大师侯一民
说：“在战争年代，华君武的一张漫画能顶十万
兵。”这一时期，华君武创作了大量家喻户晓的
漫画，人们常常把他的漫画当作时事政治学习
的形象教材。华君武的漫画发挥出战斗武器的
强大威力，有着强烈的社会影响力。

延安生涯奠定创作基础

延安时期的经历对华君武的漫画创作产
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他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
础。1949年底，华君武从东北调入北京工
作，开始了作为美术界、漫画界领导的生涯，
也开创了其漫画创作的新高峰。

自15岁发表漫画开始，从事漫画创作80
年的华君武，一生发表作品数千幅。翻开老
报纸，记者发现他最早在《新华日报》上的作
品刊发于 1941年 2月 14日，名为《“喂，不要
连下半部也拍了进去！”》，其对人物的塑造入
木三分。

1983年5月1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
了文章《我国第一套“五一”纪念邮票》，内容
是：1947年5月1日，东北邮电管理总局为纪

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
邮票的图案为左手握锤的工人和右手持镰的
农民手拉手地站立在太阳照耀的地球之上。
这套印有“五一世界劳动节纪念”字样的邮
票，是我国第一套“五一”纪念邮票，由当时东
北画报社的华君武绘制。

1990年 6月 6日，“华君武漫画展”在江
苏省美术馆隆重举行，同时，华君武为南京的
漫画作者举办了讲座。他告诫漫画家们，一
定要加强政治、文化修养，提高观察分析能
力，尤其是要掌握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要做
一个爱国者。

同年6月12日至13日，华君武将漫画作
品送到南京军区临汾旅展出，并热情地向战
士们介绍作品内容和创作构思，引发阵阵欢
笑。6月15日，他回到家乡无锡，在无锡市美

术馆举办“华君武漫画展”。在市、县领导的陪
同下，华君武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无锡荡口
镇。少小离家老大归，故乡的变化让他感慨万
千。他参观了荡口小学和校办工厂，受到乡亲
们的热烈欢迎。

2010 年 6 月 13 日，华君武病逝，享年 95
岁。2015年，中国美术馆从华君武生前捐赠的
2000余幅漫画作品中梳理出171幅，举办了“世
相——华君武百年诞辰纪念特展”。这批作品
创作于 20世纪 30年代至 21世纪初，以绘画长
卷的形式呈现，既有华君武早年擅长的政治时
事漫画，富有战斗性；也有后期以讽刺为主的漫
画，表达了艺术家对社会与生活中各种现象的
追问。

2023年12月15日，“华君武漫画艺术文献
展”在其家乡无锡荡口古镇盛大举行。记者了

解到，一直以来，无锡荡口古镇都在竭力传承与
弘扬“艺术为人民”这一优良传统。相关负责人
表示：“期望借由文旅融合的方式，使更多人知
晓并传承华老的精神，同时推动当地文化旅游
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华君武之子华方方在接受江南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父亲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以及他的
人格魅力，一直感染着自己和后人。在他眼中，
父亲的一生都在为漫画事业而奋斗，他的创作
精神和态度，让人敬佩不已。华方方认为，父亲
的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社会现实的
深刻反思，他的漫画作品让人们在欢笑中思考，
在思考中获得启示。因此，父亲就像是一本永
远读不完的书，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为
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来源：《江南时报》）

北京生活开启艺术新篇

● 华君武漫画像

华老虽远去，精神永流传。其一生，为历史留存正气，为人性焕耀
光辉，始终爱党、爱国、爱人民，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漫画创作道路，
乃真正意义上中华民族“文化创意”之先驱。华老的人生经历，使我
们深切体会到一位艺术家应具之信仰、责任与担当，亦可深刻体悟到
艺术与时代、与人们之间的紧密关联。

延安岁月成就传奇人生

记
者
手
札

（华君武生前照片由华老儿媳张恂提供，漫画作品由荡口古镇提供）

华君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