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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领路人，他的白话小说成为当时诸多文学

青年的范本。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后收

入小说集《呐喊》，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关注。以插图、漫画、连环画等图像方式解读阐释鲁迅作品，成为

新文学阅读史上突出的现象。从1934年陈铁耕插图10幅、1935年刘岘插图20幅、1939年丰子恺连环

画53幅、1943年刘建庵造像50幅，到1944年丁聪插图24幅、1946年郭士奇漫画30幅，再到1958年沈

原野连环画、1959年顾炳鑫插图8幅，《阿Q正传》成为画家们一再关注的画题，阿Q成为画家们一再

塑造的形象。画家们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作品，推动和扩大了经典作品的传播和影响。

顾炳鑫《阿Q正传》插图8幅呈现出画家对于鲁迅作品的独特接受和阐释。

一

顾炳鑫（1923—2001年），曾用名顾艺莘（辛）、甘草、朽木、雨中鸢等，他是中国连环画界泰斗，被

论顾炳鑫的《阿Q正传》插图画辑

杨剑龙

内容提要 顾炳鑫被称为“海上画派”著名人物画大师、连环画名家，鲁迅与作品成为其创作的重要题

材，顾炳鑫画辑《阿Q正传》8幅精到地展现出鲁迅作品的精髓。插图顺着小说情节构图，在刻画阿Q的精

神胜利法时，突出了阿Q的“革命”意向和阿Q的悲剧结局。顾炳鑫细心地为作品中的人物造像，将人物的

性格刻画无遗。他常常在动与静的对比中，达到画幅的独特效果，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主旨。他受到丰子

恺、丁聪绘阿Q画的影响，他从中国古代版画中汲取艺术营养，形成其白描为主严谨写实的画风。顾炳鑫的

《阿Q正传》插图8幅呈现出严谨中蕴灵秀、写实里融夸张的风格，成为《阿Q正传》插图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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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国语言文学”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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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界誉为“新连环画的开拓者”“白描圣手”等，20世纪50年代连环画界有“南顾北刘”之称，北方为天

津画家刘继卣，南方即上海画家顾炳鑫[1]。

顾炳鑫 1923年 10月 28日出生于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的平

民家庭。自幼家境贫寒，父亲是竹篾匠，母亲为人做织补谋生，顾

炳鑫断断续续读过几年小学。1937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

顾炳鑫全家逃难至租界，住难民收容所，靠拾荒度日。顾炳鑫曾

进入免费的教会学校学习，后置身人家晒台上竹篱笆与苇条编就

的小屋中。顾炳鑫从小偏爱绘画，静心临摹和学习速写，其母认

为画画不能养家糊口，曾烧掉其学画的用具和作品，让顾炳鑫当学徒，还跟着父亲打竹匠临工，顾炳鑫

却始终未放弃绘画。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华职工义务夜校木刻漫画班学习中，顾炳鑫见到当时许

多从事木刻以及漫画的专业人士，了解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绘画形式，他开始正式从事绘画创作。为了

生活，顾炳鑫当过电车售票员、翻砂工、五金工、测绘员，甚至摆过自行车修 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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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刻画出老中国儿女的国民性的弱点。鲁迅的本意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1]。1923
年，茅盾再次指出：“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不

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

‘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

一种。”[2]茅盾道出了小说《阿Q正传》当时的广泛影响和作品的深刻性广泛性。1926年，郑振铎就曾撰

文具有预见性地指出：“《阿Q正传》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地位却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

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3]

1934年，鲁迅看了《戏》周刊发表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刊载的阿Q画像，鲁迅说：“我的意见，以

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

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

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

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

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

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4]

鲁迅为阿Q的造像设定了基本范式，这影响了后来画家对于阿

Q的形象设计。

顾炳鑫画辑《阿Q正传》8幅，1959年 8月由上海人民美术

出版社出版，开本 787×1092，印数 1600，每套 8张，每张插图背

后摘录了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一句话语。顾炳鑫的画辑

《阿Q正传》仍然采取为小说《药》插图的套色木版画的方式。

他在仔细研读了鲁迅的小说，并且参考了前人《阿Q正传》的插

图或连环画后，将插图定为8幅。

有学者认为：“书籍中的插图要有很好的文字概括能力，书

籍的文字含量较大，书籍中的插图一般是用来解说一段文字或

者某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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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 Q站了一下，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

真不像样……’”画幅以仰视的

角度，描画袒胸露腹的阿Q行
走在未庄村头瓦房前，一手摸

着被闲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

疼的头，右边是几个含笑的看

客：穿着对襟上衣的女子、穿着

长裤短褂的男子，另有一个光

头的男孩，他们都成为嘲笑阿Q
的看客。该幅画面的内容出自

小说的第二章“优胜记略”。第

三幅（图3）的引文为：“‘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画幅上赤裸着上身的阿Q，在墙边被同样

衣衫褴褛的王胡揪住了黄辫子，阿Q的一只手臂被王胡扭到背后，王胡揪住阿Q的头往墙上碰，弯腰

低头的阿Q一只手做出六字的形状，歪着头对王胡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然而王胡并不听他的，王胡

将阿Q的头往墙上碰了五下。该幅画面的内容出自小说的第三章“续优胜记略”。第四幅（图4）引文

为：“这假‘洋鬼子’近来了，‘秃儿。驴……’”画幅上站墙根前赤裸上身披着上衣的阿Q，他一手叉腰

一手握着旱烟斗，用鄙视的眼光看着远远走来的假洋鬼子，旁边站着两个看热闹拖着辫子的孩子。阿

Q刚刚被王胡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五个响头，阿Q深恶痛绝假洋鬼子的假辫子，阿Q原本在肚

子里骂的，因为正气愤便骂出了口，阿Q遭到了假洋鬼子哭丧棒的棒打。该幅画面的内容也出自小说

的第三章“续优胜记略”。第五幅（图5）的引文为：“阿Q……听说你有些旧东西，……可以都拿来看一

看……”画幅以赵太爷让邹七嫂传引文

弯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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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他左手拿着旱烟斗，右

手背在身后。赵太爷站在赵

家大门口与人谈论“革命”，见

到昂着头唱着绍剧走过去的

阿Q：“‘老Q’，赵太爷怯怯的

迎着低声的叫。”赵太爷阿谀

逢迎的表情，与阿Q义无反顾

盛气凌人的姿态，形成了鲜明

的反差。该幅画面的内容出

自小说的第七章“革命”。第

七幅（图 7）的引文为：“洋先生

不准他革命。他再也没有别

的路……”画幅描绘一座古石桥，桥下两旁是高耸的瓦屋，左边瓦屋的白墙上是隐现的“茶园”两个字，

茶园瓦屋的阴影下是一条蜿蜒的石板路，拖着黄辫子的阿Q小小的身影，垂头丧气地走在石板路上。

该幅画面的内容出自小说的第八章“不准革命”。第八幅（图8）的引文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画幅远处是双手被绑的阿Q，他站在没有蓬的车的高处，身后插着一块罪名牌，旁边围着蜂拥而至的

看客。画幅中描绘的大多是背影，衣衫褴褛的，长袍马褂的，还有小孩的身影，他们大多戴着各种各样

的帽子，都伸长脖子观赏着阿Q被斩首的“好戏”。该幅画面的内容出自小说的第九章“大团圆”。

顾炳鑫的8幅插图顺着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情节构图，除了第三幅、第四幅都出自第三章“续

优胜记略”，其他基本为每章一幅。顾炳鑫的插图略去了小说的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和第五章“生计

问题”。从8幅插图的详略构思来看，顾炳鑫在刻画阿Q精神胜利法时，突出了阿Q的“革命”意向和阿

Q的悲剧结局。

三

顾炳鑫在谈到连环画创作时说：“我把自己当作导演，来总体设计一个作品的基调，安排处理故事

情节的轻重缓急；我把自己当作演员，来考虑每个人物的外貌、衣着、性格、特征和在规定情境中的反

应、动态；我还把自己当作摄影师和布景、灯光设计师，来设计环境道具以辅助衬托情节的开展和人物

塑造，以及气氛的渲染……”[1]顾炳鑫创作经验之谈是其创作成功的基础。其1954年铅笔素描连环画

《渡江侦察记》获得成功后，他创作的画辑《阿Q正传》8幅也呈现出其在插图艺术上的特点与成功。

顾炳鑫在谈到连环画创作时指出：“设计人物造型是根据故事中人物的外型特征、个性特征，塑造

出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形象。”[2]他提出塑造人物的做法，一为最好能稍为强调突出一些人物的第二特

征，同时可以很好地考虑一下每个人物的衣着服饰[3]。在画辑《阿Q正传》创作中，顾炳鑫细心地为作

品中的人物造像：阿Q的形象为瘦削的脑袋后拖着一根细长的辫子，衣衫褴褛的腰间别着旱烟斗和旱

烟袋，顽劣的表情中时而自高自大、时而自轻自贱。赵太爷的形象为肥胖的身躯长袍马褂，瓜皮帽下

的脸上两撇胡子，腰间挂着玉挂件，抽着黄铜水烟斗，不可一世的身份时而横眉怒目、时而笑容可掬。

王胡的形象与阿Q一般衣衫褴褛，脑袋后也拖着一根辫子，满脸络腮胡，额头聚集着很多皱纹。假洋

[1]见林阳：《新连环画的开拓先锋——顾炳鑫》，〔北京〕《中国美术》2015年第5期。

[2][3]顾炳鑫：《怎样画连环画》，顾炳鑫《顾炳鑫说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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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的形象为一身深色西服，脑后的辫子剪了成为齐耳短发，挥着一根哭丧棒，一副趾高气扬的神

色。顾炳鑫画辑《阿Q正传》的人物造像显然具有漫画的一些夸张色彩，却将人物的性格刻画无遗。

顾炳鑫在谈到连环画的取景和构图时认为：“画面的布置安排，要有全局观点，要突出主体（主要登

场人物或其他主要东西）。”又说：“画面的布置安排还要运用对比的方法，利用轻与重、繁与简、虚与实、

动与静、整齐与不整齐等对比关系，并要从对比的 Ŀ刻比比’
却 Ň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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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了。”[1]虽然，刘岘后来的插图少了一些流氓气，但是仍然缺乏南方人的特性。1937年，30岁的叶浅

予为田汉编剧的五幕话剧《阿Q正传》绘漫画12幅。“画图中的阿Q，斜眼歪眉，着斜襟短衫，头微微偏

着，乱蓬蓬的头发，脑后翘出一根小辫，面上神情既卑微又嚣张，好像随时准备上演一出‘变脸’似的。”[2]

叶浅予以夸张的画笔绘阿Q，额头突起，吻部翘出。1939年，41岁的丰子恺发表了《漫画阿Q正传》53
幅，他绘的“阿Q遗像”：“厚嘴唇、侧视的眼睛、不规整的稀疏的头发，脸孔痴呆，身着补丁旧衣，腰间束

粗布带，这是一个贫困、愚昧的农民形象。”[3]1943年，26岁的刘建庵创作了《阿Q的造像》木刻50幅，阿

Q的造像：“橄榄核一般瘦削的脸庞，稀疏头发的脑袋上拖着一根细细的辫子，自高自大时目中无人一

脸傲气，自轻自贱时委曲求全无可奈何，恃强凌弱时盛气凌人痞气十足，麻木健忘时浑浑噩噩一无挂

碍。”[4]1944年，28岁的丁聪作《阿Q正传插画》漫画24幅，其绘的阿Q像，手持旱烟枪，短袄长裤有补丁

勒腰带，撅起的嘴唇趾高气扬，眯着的眼神目空一切。1946年，郭士奇的《阿Q画传》漫画30幅，其封

面上绘的阿Q像，赤裸着上身靠墙站立，一根细长的辫子搭在胸前，仰起的头颅表情呈现出傲然倔强

与愚木茫然状。顾炳鑫的《阿Q正传插画》中的阿Q，显得瘦弱猥琐，短衣长裤上补丁摞补丁，左手捏

着旱烟枪和烟袋，细长的颈项上一颗瘦削的头颅，傲然中呈现迷茫，猥琐中有几分狡黠。茅盾在谈到

画家笔下的阿Q时说：“因此，我相信图画的《阿Q正传》也正该是方兴未艾。画家们画的是《阿Q正传》，

然而倒是各个画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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