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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宣传的明珠
———论《救亡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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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读图时代”的到来，使新闻漫画的作用日益突出，新闻漫画作品增多，但是影响力大的作品寥
寥无几。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民族危机，在全民抗战的过程中，新闻漫画对抗战胜利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刊物《救亡漫画》更是抗战宣传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殊死的

漫画战”，为抗日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多样的表现方式与手法，丰富的表现内容和意义，在今日看来仍有非

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在读图时代的背景下，对《救亡漫画》的内容设置、传播特点，以及宣传意义进行探讨，丰富

对新闻漫画的研究，并为当下的新闻漫画创作与传播挖掘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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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

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

了艰苦卓绝的抗争。新闻宣传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

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中，新闻漫画的宣传作用更是不

容忽视。抗战时期，新闻漫画关注并参与新闻事件，

无数漫画作品伴随着重大事件应运而生，它们揭露日

本的侵略行径、描绘中国人民的奋勇抗战，在新闻阵

地上，为抗战事业摇旗呐喊，记录着新闻，更见证着历

史。此间涌现出的漫画作品大多具有高度的讽刺性

与揭露性，作为有力的宣传武器，化身“匕首投枪”直

捣敌人要害，其作品题材的丰富性及视野的开阔性，

也为当代新闻漫画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抗战时

期的新闻漫画是中国新闻漫画发展历史上的典型时

期和高潮时期。早在１９２８年，中国的抗日新闻漫画

就已经风起云涌了，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２日出版的第４期

《上海漫画》中就已经至少有３幅揭露日本侵华野心

的新闻漫画。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新闻漫画随

着抗日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抗战漫画的发展中，有不少优秀漫画刊物涌现

出来。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５日出版的《独立漫画》刊登了

华君武创作的《“一二·九”》，漫画采用全景式大场

面记录。《时代漫画》杂志还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４日筹

备举办了中国漫画史上的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１］。

一、《救亡漫画》的创立

１９３７年７月，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的漫
画工作者成立了以叶浅予为领队的救亡漫画宣传队，

并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出版五日刊《救亡漫画》，这份
四开篇幅的报刊每期刊登约四五十幅新闻漫画作品，

配有少量文字。在众多优秀的抗战漫画刊物中《救亡

漫画》独树一帜，坚持用深刻的爱国情怀和高昂的报

国热情，用画笔在纸端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漫画战”，也成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现的

具有全国战时漫画运动中心刊物性质的第一本漫画

刊物［１］。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 ２０日，中国政府发表宣言移都重
庆，《救亡漫画》暂时告休。１９３８年叶浅予、张乐平组
织的漫画宣传队经南京抵达武汉后，在军委会政治部

郭沫若的第三厅的领导下，再次肩负起漫画界救亡的

使命，编辑出版了《救亡漫画》的第二个生命———《抗

战漫画》。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有两本漫画刊物标志中
国漫画的鼎盛与成熟，一本是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漫

画》，一本是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在武汉

出版的《抗战漫画》［２］。

二、《救亡漫画》内容设置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出版的《救亡漫画》创刊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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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庆发文指出：自卢沟桥的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

作家就组织“漫画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

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漫画家们深入生活，

广泛搜集素材，创作了很多形神兼备、深入人心的新

闻漫画作品，塑造了许多动人的漫画形象。

（一）揭露日寇暴行

《救亡漫画》中有许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

行的内容。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０日刊登的鲁少飞创作的

《五日的漫画》中描绘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抓壮丁、

飞机突袭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车的无耻行径。相似地，

同年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第六号《空袭前后的报道漫

画》中，陆志庠刻画了日军空袭时街巷中人们的慌乱

情景和空袭过后京沪线上被炸毁的客车。而第十一

号刊上刊登了鲁少飞根据英国《每日镜报》的照片创

作的《拿活人来做练习枪刺的靶子———日寇屠杀中国

平民的真相》，更加直接揭露了日寇的滔天罪行。

这在民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抗战时期，为人们

了解战事打开了另一扇窗。形象直观的图像比文字

更具力量，新闻漫画发挥其战斗作用，将杀人现场、空

袭后的废墟、鲜血淋漓的躯体直接呈现在民众面前，

传递信息的同时，激扬起人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和保家

卫国的斗志，并用事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留

下铁证。

（二）报道汉奸丑恶嘴脸

抗日战争时期，卖国贼、汉奸走狗横行，在中国大

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救亡漫画》对准这个

丧失良心的群体，生动地刻画了汉奸阿谀奉承、狐假

虎威的丑恶形象和自作自受的后果下场。第九号刊

的董天野作品《杀尽汉奸！》刻画了嵊山镇长虞桢祥

认贼作父，对敌军卑躬屈膝，纠集无赖上街闹事，最后

被中国军人捉拿的故事。与之相呼应地是９月２０日

的创刊号中刊登的江栋良创作的《汉奸种种》刻画了

汉奸既可恶又可悲的形象。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全民抗

战的大潮中，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受到爱国群众的

口诛笔伐，《救亡漫画》的漫画作者更是以敏锐的洞

察力对他们进行无声却有力的鞭笞，对于团结抗战的

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讴歌中国军民奋勇抗战

《救亡漫画》中刻画表现中国人民团结抵抗日本

侵略者的内容最多。创刊号中刊登的陈浩雄所创作

《起来完成着救亡的大堤》中，将日本侵略者比喻为

泛滥的洪水，中国军民正齐心协力铸造工事、加固大

堤，抵抗洪灾。第三号中张仃所作的《收复失土！》，

描绘了一名中国战士手举大刀，站在中国丰饶广阔的

土地上呐喊着，誓要保卫国土、捍卫家园！第八号中

宣相权作的《我们抗战有的是钱！你不退出中国一

天，我们总要打你一天》刻画了中国爱国企业家慷慨

解囊，为抗战贡献金钱和物力的形象。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歌颂、对八路军英勇抗日

的描绘，《救亡漫画》发挥了新闻宣传的作用，报道中

国军民抗战情况、号召全民抗战，给风雨飘摇中的中

国注入了力量，给还在流离失所的中国人民赋予了信

心，反映了全国军民空前高涨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

念，在抗击日寇的“漫画战”中为抗战胜利创造舆论

氛围。

（四）刻画中国普通士兵形象和军民生活

《救亡漫画》中除了有激情昂扬的内容外，漫画

家还将视线对准普通士兵及他们的生活，留下了许多

珍贵面孔和时刻。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出版的第九号

刊上叶浅予发文《第十五临时医院———看了我们神圣

之花的好汉》，并配有《广西三壮士》《过分疲劳的勇

士们》《三天以来第一次换药》等多幅漫画，记录了受

伤士兵非但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且连仅有的尊重也

得不到，与战场上奋勇杀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的

悲惨遭遇。在接下来的第十号刊中，叶浅予继续发表

文章与漫画，记录战地群众为前线战士制作干粮———

“标准光饼”的过程，并提出“后方的群众人人应当学

会烤饼的技术，来一个全国的‘光饼总动员’了”！

《救亡漫画》作为战时漫画宣传刊物，既有昂扬

的宣传鼓动，也有平实的报道描绘，其视野是开阔的，

既看得到战场上的生与死，也看得到后方的乐与忧。

《救亡漫画》在对战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的同时，

对普通士兵的关注更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这在当时国

家兴亡匹夫有责，忽视个人生命权利的抗战热潮中，

是并不多见的。

（五）反映日本国内的空虚状态和日本民众的悲

惨经历

《救亡漫画》内容涉及范围广泛，乃至延伸到了

日本国内的状况。第五号刊登的江栋良所作《日本通

讯》讲述了日本士兵打肿脸充胖子打着“得胜归来”

的旗帜逃回日本，而阵亡士兵的家人投井上吊、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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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亡。接下来的第六号刊中董天野所作《反战声中的

日本》叙述了日本的状况：“十五六岁男子执枪当兵，

可见征兵处已无壮丁可派；……妇女接见其亲人，仅

得骨灰一匣，哀伤或成疾狂者不知凡几；乡村间稻禾

无人刈割，壮者调为兵卒俱充军阀之肉弹矣。”［２］

对日本国内空虚悲惨状况的描绘是《救亡漫画》

“曲线救国”的良策，起到涨我方士气、灭对方威风的

作用。同时通过反映日本普通家庭的家破人亡，揭露

日本军国主义的惨无人道和日本政府不顾本国人民

生死、发动侵华战争不得人心，注定了中国人民抗战

胜利的结局。

三、《救亡漫画》的传播特点

新闻漫画往往以其直观性、生动性而为大众所熟

知，《救亡漫画》也以此见长并有所突破，它继承了新

闻漫画天生的大众性与趣味性、讽刺性与揭露性，同

时战时刊物的性质，也要求《救亡漫画》必须发展出

适合在战中传播的特性，出现了一些创新形式。

（一）大众化倾向

图像本身就是大众化的。书写和印刷媒介让人

看的主要是语词和概念，而看视觉媒体时，图像符号

充当了正文，语言文字被简化为可有可无的只言片

语，成了图像符号的附庸和注释［３］。

新闻漫画作为以图像为主的媒介，天生就具有文

字所不可比拟的大众性，尤其是在传播技术不够发

达、大众文化水平有限的抗日战争时期。《救亡漫

画》用大众易于理解、喜闻乐见的方式报道战事、鼓舞

斗志、宣传抗日，使得抗战的宣传更加直观通俗地面

对大众，上到社会精英、下到乡野村夫都能了解战争，

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抗战热潮。其大众化倾向主要表

现在画面的刺激性和冲击力上，人们喜爱且容易接受

通俗、夸张的画面，《救亡漫画》作品正是迎合了人们

的这种心态，着力雕琢画面细节，使其富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而其贴近现实、贴近百姓生活、贴近群众

情感的大众化作品，更使《救亡漫画》成为教育大众、

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

（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救亡漫画》中刻画日军侵略罪行的漫画作品大

都带有很强的讽刺性，丑化日本侵华者、卖国贼的嘴

脸，将他们塑造成表情狰狞、外形矮小、动作猥琐的形

象。例如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出版的第九号《救亡漫

画》刊登了张乐平所创作的《穷凶极恶的结果》，漫画

描绘了一个日本侵略者带着求得的护身符在中国奸

淫掳掠后遇到中国军人，非但没有逃跑反而跪地求

神，最终被中国军人砍掉脑袋的荒诞故事。而第十号

刊中陆志庠的《现在奸淫杀戮的敌兵》中日本侵略者

更是以小胡子、大门牙的丑陋扭曲形象示人。抗日军

民的形象往往高大威武，表情动作庄重严肃。创刊号

中汪子美创作的《外交阵线》，中苏军人的高大与日

寇的矮小形成鲜明对比。

漫画作品中显现出的感情色彩，反映了中国人民

的爱憎分明———对抗日军民的崇敬，对侵略者的蔑

视。《救亡漫画》塑造了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了自

己在抗战宣传中的态度，对民众具有指导、鼓励意义。

（三）以“多幅漫画”为主，出现连载漫画

《救亡漫画》突破单幅漫画的限制，进行多幅漫

画的创作，由于多幅漫画作品通常含３—８幅漫画，能

够更详尽地叙述、包含更大的信息量，因此在《救亡漫

画》中多幅漫画所占比例几乎赶超单幅漫画。例如第

二号的《上海大变》《忍痛画山西》等。

值得一提的是，陈浩雄所作的《一对“英雄”》从

第五号开始连载，作者在作品第一次刊登的时候这样

写道：“东海邻国，最近产生了一对伟大的‘英雄’：一

名山中，一名田中，志同道合，同行同止，有如异姓兄

弟。山中身肥，田中瘦长，可是号称英雄，怕死万分；

因为怕死，闹了许多笑话。这篇连续画，即叙述他们

的故事。”［２］连载漫画的出现，标志着《救亡漫画》的

成熟，将国际新闻大事落到具体小人物的言行举止

上，是新闻漫画的创新形式。

（四）以诗文、歌谣相配

新闻漫画是以漫画这个图像符号为主，以文字这

个象征符号为辅的结合体，上文提到，在视觉媒介中，

文字成为图像的附庸和注释，但是文字在帮助读者理

解图像深层意义的时候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救

亡漫画》中一些作品以诗歌与漫画相配的做法不得不

说是一种创新和大众化。例如第七号中蔡若虹所作

的多幅漫画《“嘿，是老乡哪！”》，作者为六幅漫画都

配有七言诗，第八号沈振黄的《全面抗战画报》为漫

画配有歌谣：“日本强盗，太贪心，想把中国一口吞！

财与物，被抢尽，还杀中国老百姓！……买公债，众齐

心，凑钱合力杀敌人！”。诗文不仅使漫画有了深层次

的意义，而且使其更加气势磅礴，加强了宣传效果，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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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作为易于口耳相传的内容，也为大范围传播提供了

可能。

四、抗战新闻漫画与当代新闻漫画

２１世纪是图像为王的时代，消费主义刺激下的

读图时代，使得大量的新闻漫画涌现出来，也呈现出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很多方面仍需借鉴、汲取

抗战新闻漫画的精华。

在当代，轻松幽默的新闻漫画作品增多，娱乐化

倾向严重。战争时期作为“匕首投枪”的新闻漫画，

到了新时期通通退化成为“痒痒挠”。抗战时期的新

闻漫画内容多与时事、社会密切相关，以《救亡漫画》

所刊作品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闻漫画关注社会现实、依

据时事而作，评论政治人物、事件，作品针砭时弊，内

容有深度、有力量，在抗战宣传中起到巨大作用。而

现今新闻漫画多成为娱乐的附庸，战斗性、宣传性逐

渐弱化，在时政新闻中不见踪影，纷纷登上娱乐板块。

即使触及社会弊病，作者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前怕狼后

怕虎，既要考虑政治因素，又要顾及经济收入，创作出

的作品往往对问题仅起隔靴搔痒的作用。漫画界有

种思潮，希望漫画家多画幽默时尚的喜剧，少抨击时

政问题，导致大量犬儒主义漫画的出现，歌颂都市情

感，小资情怀，白领生活的时尚幽默画充斥报刊［４］。

但是新闻漫画和时政现实的关系历来是密不可分的，

畏首畏尾、蔑视社会的新闻漫画作品注定没有重量。

当代新闻漫画题材同化现象严重。在人们知识

水平和传播技术进步的今天，新闻漫画已经不被用来

当作主要的传播工具，其重要性也在逐渐被忽视，一

类新闻漫画题材被创作并进入大众视野后，同时期众

多类似作品便纷纷跟风浮出水面，且大多意义肤浅。

抗战时期的新闻漫画作者视野开阔，创作出了内容丰

富、风格各异的作品，他们深入生活实际，善于捕捉有

价值的创作素材，用深刻的爱国情怀创作出饱含深情

的作品，不尽发达的信息传播反而使得他们得以独立

思考、自主创作，其作品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及个人

色彩，这是值得当代新闻漫画创作者借鉴的。

让人欣慰的是，技术手段的更新，使得新闻漫画

的传播途径更多。原来的新闻漫画只有报纸、杂志等

寥寥几种传播手段，如今网络的发达、互联网手段的

应用，让新闻漫画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和发展空间，

新闻漫画的传播也变得快捷便利，大众通过个人电脑

终端、手机终端可以直接浏览新闻漫画。当代新闻漫

画界须继承抗战时期新闻漫画所积累的优秀传统，学

习其经验，更加细化、深入对抗战时期新闻漫画的研

究，并与当今发达的传播手段和先进的传播途径相结

合，才能促进新闻漫画的良好运转和发展，使新闻漫

画重新回归其原有的价值和地位，作为针砭时弊的

“匕首投枪”在新闻战场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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