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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连坛风云记》主要内容包括：吴耘和他的连环画，阅读《话说姜维朴》，陈盛铎老师，50年前
的几件琐事，结识贺天健，封面漫忆，自主创新，王弘力的艺术意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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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鲁，1921年生，广东番禺人。
1941年1月至1942年6月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就读.1945年11月至1946年6月任《抗敌生活画刊
》编辑，1948年9月至1951年8月任《华东画报》编辑，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任华东人民出版社连环
画科科长，1952年9月至1955年12月任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1956年1月至1958年8月
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兼连环画编辑室主任，1959年4月至1960年12月调任连编室文字编辑
，1961年1月至1978年9月调任美术编辑室编辑，1978年10月至1984年12月任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

　　著有《八山十七水》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速写15省》1999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连坛回酋录》2005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黎鲁作品集》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自行车速
写上海》200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穿越南北中》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八山十七
水》（修订本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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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时出版局领导不断督促“新美术”尽量增加品种，要放宽对合并私营图书审查的
尺度，可保留的尽量保留，现在看来这些措施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好多家并为一家，出版单位少了，
读者的需要却不会因为出版社的合并而缩减。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表现为产品的丰富，所以我们出版社对出版局的指示极其重视。
 到1955年底，新美术出版社内仅仅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3人增加到126人。
既然古典的、以至西洋古典的文艺作品中都有很多优秀的题材来源，既然出版局领导一再要求放宽尺
度，既然编绘队伍包括社外作者正在不断扩大，再加上一部分现实题材由华东人美社承担，因而只是
出版一些现实题材是远远不够的了。
故大约1954年开始，在出版社内专门从事连环画创作的许多画家按题材分成四个大组：现实、少儿、
翻译、古装。
每组设行政组长司计划，创作组长司初审，还有学习组长主持每天政治学习，工会组长司福利、娱乐
（常登记电影票）。
为解决编创矛盾，创作干部轮流担任美术编辑，半年一换（此制度一直坚持到1957年底）。
这个时期，文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许多中外古典名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种文史学术论著，美术界许
多老的中西画家也较前活跃，《人民日报》还于1954年初夏发表社论，号召干部们增进文化知识，继
承文化传统。
新美术出版社开始较多增加了历史故事、中外古代文学作品以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等题材，《西
游记》、《儒林外史》、《聊斋》以至清末谴责小说都改编成连环画，根据吴秾同志设想，将《三国
演义》中的许多情节改编出书，如：《黄巾起义》、《张飞》、《陈宫和曹操》、《华佗》、《失街
亭》、《赤壁大战》等等；以后私营三民图书公司潘勤孟改编的一套《红楼梦》也交新美术再版。
古装连环画因销售快而经常再版，其中《大闹天宫》竟印行100多万册，在当时的印数为最高的。
当专门出版戏剧和戏曲连环画的“建文”“中心”二社于1954年并入后，又增加了经常上演的优秀话
剧以及全国流行的戏曲剧目改编的连环画。
关于近乎“动漫”的题材，都出40开彩图本，经常为出版社供稿的画家有刘微、矫野松、何玉门、赵
白山，也约到著名老画家万籁鸣画的《小猫阿咪》，这类题材也出了20几种。
 在各画种当中，连环画家和出版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连环画除了具有艺术品性质外，它必须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市场。
连环画家又多属出版社工作人员那种身份，这也许是上海的出版社在解放前后率先实行的制度，正因
为如此，画家不能不接受出版制度的约束，就有经常纠缠不休的所谓数量质量的矛盾。
实际上是出版社为完成出版计划和画家需要驰骋其想象自由的矛盾。
新美术出版社成立后，即明文规定绘画产量为一日一张，这叫定额，完不完成定额，对于作者具有相
当强的压力。
“新美术”内部执行计划严格，另一家“华东人美”（1954年第四季度前后，改称“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以质量高取胜，曾出版了《屈原》、《画皮》、《铁道游击队》样的优秀作品。
要求“一天一幅”，恐怕不利于创作。
可是出版局在抓计划的完成上，对二社是一视同仁的。
 从1952年到1955年的三四年间，为本领域繁盛、安定的年头，上海（华东）党领导机关对连环画是扶
持、鼓励，并比较放手的。
1955年和1956年之交，曾有一种批评，认为连环画“古装过多”，并提出书中不应该出现“妖魔鬼怪
”。
事实上，古装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比例为83种和766种之比（根据新美术出版社1955年10月印行的《图书
目录》所统计，不包括当时已停版的在内），古装题材只占十分之一强，看来不能算是过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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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连坛风云纪》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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