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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漫画为什么能够吸引众多读者？
故事魅力自不必说，表现结构也似有秘密。
漫画研究十载之际，夏目房之介以其敏锐的感受性和洞察力，解读线条、对话框、格子的结构和功能
等等漫画家想出的种种点子，阐述其趣味所在。

什么是“形喻”？
什么是“间白”？
这些新术语用来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呢？
夏目房之介的“漫画表现论”必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漫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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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目房之介
1950年生于日本东京。
1982年至1991年，在杂志《周刊朝日》连载《学问》。
1987年至1989年，在NHK教育电视台周六俱乐部栏目主持《夏目房之介讲座》。
本人也画漫画，自称漫画专栏作家。
著作有《夏目房之介漫画学》（筑摩文库）、《手塚治虫在哪里》（筑摩文库）、《新编学问
虎之卷》、《新编学问龙之卷》（新潮社）、《人生达人》（小学馆）、《不肖孙儿》（筑摩书房）
、《漫画与“战争”》（讲谈社）等等。
1999年荣获第三届手塚治虫文化奖特别奖。

潘郁红，女，汉族，1973年生，福建南安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外国语言与文化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漫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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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吾妻日出夫微笑汗珠”的异化效果上一章我们谈了手塚漫画的画风让人感到陈旧，谈了《骷髅十三
》那样的漫画人物的出场与时代变化大致的对应关系。
这个问题如果谈得太细会变得很复杂，所以我就取了漫画人物表情这个侧面来谈，将漫画里的表情、
无表情，与人的个性、心理在社会中被看成均质的点的时代进行了对照。
这一章，我想就从这里出发。
是吾妻日出夫（吾妻ひでお）创作的漫画人物。
他画的人物一边笑一边流汗。
我们一帮同道都管这个叫“吾妻日出夫的微笑汗珠”。
因为这副表情和以往的笑脸、表示焦急的汗珠有着微妙的区别，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印象。
边笑边流汗的脸在吾妻之前的漫画里也曾有过，但是吾妻的画法有一种特别的异化效果。
试着从这张脸上把汗珠去掉，你会发现这是一张空洞的笑脸，看上去只有“人物在笑”这么一个符号
意义。
没有纵深感。
手塚漫画具有对人物内心情感的信赖，如果画人物在笑，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笑作为其内心情感的表现
来接受。
但是这件事现在却变得很困难，在这张凝固的笑脸上，有着给人留下如此印象的因素。
这说明天真无邪地表现笑，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于是，当脸颊画上表示“些许焦虑”意思的汗珠时，人物羞涩、焦急的心情就被微妙地传达了出来。
我认为这副表情的特征，首先就在于它试图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于以往确立的表情文法，包括手塚式
的喜怒哀乐、骷髅的面无表情等情感表现文法稍微错开一些的位置上。
吾妻的漫画，从出道时起就频繁出现没有表情的脸。
那些或戴着黑眼镜、或没有黑眼珠、或戴着口罩没有表情的漫画人物，曾是他漫画的一个特征。
其中有一只叫做诺塔鱼的鱼，面无表情得相当诡异。
在作品中，这条鱼被画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生物体，如果长时间盯着它看，就仿佛会被它空虚的表情所
吞没。
这和骷髅的面无表情有着本质区别。
骷髅的面无表情如果是冷漠强硬的符号，那么诺塔鱼的面无表情则无所谓意义，只是一种空洞的虚无
。
这种虚无和的没有纵深感的表情、的面无表情是相通的。
漫画家对描绘表情，从根本上感到绝望和无力。
在吾妻漫画里，无论发生怎样稀奇古怪的事情，人物往往不是面无表情，就是脸上挂着那个“微笑汗
珠”发呆。
可以说事件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被破坏掉了。
如果说漫画情感表现的文法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确立，那么这样一些独特的异常表情可以视为脱
离既定文法而呈现出的异化效果。
另外，吾妻漫画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这种独特的表情解体工作，与同时期日本社
会成为成熟的高度消费型社会不无关系。
不妨认为它正象征着在大量商品和信息爆炸中传统价值观崩溃，风景、感情、个性都只能像是没有凹
凸的均质的点而存在的时代。
脱离漫画文法而成立的表现吾妻在1979年发表的漫画作品《狂乱星云记7 　雾之町》（狂乱星雲記7　
霧の町）中画了一个少年，住在一座匪夷所思、每天变换容貌的城市里，努力过着平凡的生活。
这里的描写与现在我们在社会中也能感受到的、自己仿佛浮游于浑沌世界之中的不安感是相通的。
少年主人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其中，这一点是吾妻漫画的特征，让人感受到一种眼睛看不见，但日
常生活中却又无处不在的不安。
仔细看，主人公和架子、桌子都是现实中的样子，这才勉强作为符号指示着我们平常认识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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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一点，该作品作为娱乐作品恐怕无法成立。
反过来说，一般的漫画都是在与读者共识的基础上画人、物和风景，以此让读者作为漫画阅读。
车是车，女人是女人，只有画得让人看得懂，故事才好讲下去。
在这里，吾妻漫画也让读者看到他在最大限度地破坏既有漫画的绘画文法。
不过，因为他的漫画分格比较规范，容易看懂，所以读起来没有什么障碍。
例如，假设有这么一个句子：“我给朋友小勇一本珍藏已久的书”。
句子结构不变，将单词替换一下，变成：“白菜给鼻涕芋虫一个善待已久的骨头。
”虽然这个句子我们完全不知所云，却可以把它读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句子结构相当于漫画的分格，单词相当于图画指示的内容。
也就是说，吾妻漫画不定形的趣味之所以出现，必须是在漫画表现确立了图画符号性意义的体系和格
子文法的秩序之后。
只有漫画文法体系建成，并为多数读者所共有，才能让这种有异化效果的表现在稍微错位的地方得以
成立。
漫画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是小众趣味，但总体上作为普通的娱乐作品，却能够尖端地描绘出这种对于时
代和世界的疏离感，我认为这正是漫画的有趣之处。
漫画这个领域已经拥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市场庞大而多样化，可以想见，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吾妻日出
夫这样的漫画家成为可能。
吾妻漫画丝毫没有故作前卫、索然无趣之处。
一方面，像藤子oFo不二雄的《机器猫》（ドラえもん）这样形式规范、叙事稳定的漫画作品形成了
广大的市场，而另一方面，像吾妻漫画这样激进的小众范围的作品作为娱乐也能够成立。
我认为这样的分布对于漫画是相当幸福的状态。
我想漫画能够发挥丰富的娱乐性并作为大众文化扎根，或许是因为激进的表现和规范的表现之间没有
截然分离，而是在相互交流中共同发展。
正是因为有很多被批评家、漫画迷瞧不起的作品、处处雷同的类型化作品的存在，作为整体的漫画文
化才能拥有充沛的活力。
如果只评价“好漫画”、“优秀漫画”、“前卫漫画”，而排除“无聊的东西”，以这种心态来对待
漫画的话，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可以放心阅读的《机器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评价《机器猫》这样的作品就非常重要。
它决不是无聊的漫画，而是属于构成漫画庞大底部的类型漫画。
吾妻漫画和《机器猫》表现上的共通点在于它们的分格都非常规范易懂。
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格子整齐有序地排开，读者在阅读故事时可以毫不费力地移动视线。
与此相比，手塚治虫的漫画分格实际上更为复杂，更加充满实验性。
但吾妻漫画和《机器猫》表现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点：画事物、人物、表情和风景时，是画成不定形
的不知所以的东西呢，还是与之相反，画成稳定牢固的世界？
《机器猫》中的出场人物与吾妻漫画不同，都有一副喜怒哀乐非常鲜明的表情。
笑就是笑，悲伤就是悲伤，生气就是生气，所有符号不存在任何疑问，读者大可以放心阅读。
与此相通，主人公居住的世界被画成一座时间仿佛停止的循规蹈矩的虚构城市。
学校、家、商店、院子、还有放着水泥管的空地，这些设定从1969年开始连载以来就几乎没有变化。
出场人物的年纪总也长不大，而且他们一直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
无论发生怎样离奇古怪的事件，最后肯定要回到原先的世界、野比大雄的家里。
而大雄的房间总是收拾得格外地整洁利落，尽管主人的性格是那么的马大哈［图4-7］。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机器猫本身的造型是由若干个非常有安定感的圆形组合而成的。
从机器猫的画像中将圆弧型的线和其他的线抽离出来分开放置，就会发现作者对它的描画是多么钟情
于圆形。
作者开先设定机器猫是一个长着耳朵的猫型机器人，但是看一看长着一对三角耳朵的机器猫，只因为
长了耳朵，就显得非常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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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开始它就是一只有耳朵的机器猫，那么还会受到低龄儿童们百看不厌的支持吗？
没准儿会早早遭到抛弃。
机器猫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眼睛的位置比较高。
通常面向低龄儿童的可爱角色，眼睛都画在脸部下方，就像儿童眼睛的位置一样。
眼睛位于高处意味着是大人。
这好像在暗示，机器猫不仅是大雄这班孩子们的玩伴，而且事实上还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理想大人，一
个让人放心的保护者。
也许漫画家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事实上却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一方面是像吾妻日出夫那样，对有如破坏情感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表现方法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情感与
世界像乌托邦一样稳定的《机器猫》的制作。
这一现象实在是意味深长。
和《骷髅十三》一样，《机器猫》首次发表于1969年，而它最早的电视动画片于1973年开播。
此后人气稳步上升。
当初的小读者长大后的怀旧情绪使读者层不断扩大。
如今在东亚各国它已经成为漫画的经典之作。
《机器猫》如此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明显在于稳定的分格和绘画表现。
就像战前的《流浪黑狗》一样，《机器猫》被认为有着可以安心阅读的结构。
可以说它是支撑日本漫画文化基层的作品之一。
青年漫画和儿童漫画的扩大《机器猫》诞生的时代，正如《骷髅十三》的登场所显示的，是一个漫画
全面向青年剧画挺进的时代。
过激的表现大行其道，漫画表现的框框一个个被突破。
发挥排头兵作用的杂志有《周刊少年杂志》（週刊少年マガジン，1959年创刊）。
《巨人之星》（巨人の星）、《小拳王》（あしたのジョー）、《无用之介》（無用ノ介）、《天才
老爸》（天才バカボン）等划时代的作品相继连载，订阅的年龄层不断上升，乃至到了冠以“少年”
已显然名不符实的地步。
不久《少年杂志》在这一点上走到了头，遂改变编辑方针，但已经让人感觉到，从整体上讲，漫画过
度青年化了，低龄读者群变得乏人问津。
在这样的时代，《机器猫》在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杂志上开始连载。
也就是说，一边是急进的青年化在发展，一边是规范易懂的儿童漫画在呱呱落地。
漫画按照读者层的顶端和底部两方面都在扩大的方式成长，从而形成现在这种从孩子到大人都在阅读
漫画的状态。
或许可以说《机器猫》曾是这样一部象征着其中一方读者壮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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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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