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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日本漫画在西方已经有了众多追随者。但是，它的起步并不

容易。狂热的爱好者们—最初都是些年轻人—被耳目一新的故事情节

所吸引并乐在其中，这促使日本漫画迅速流行起来，然而与此同时，家长

和教育工作者则成为其主要批判者，指责日本漫画中充斥着色情和暴力。

而这其实是由于西方的漫画编辑喜爱引进此类题材的作品。同时他们还批

判漫画家们创作的漫画图形就像克隆一样，缺乏艺术个性和风格流派的多

样性。同样，这也是因为西方的编辑只关注日本漫画庞大体系中很小的一

部分。尽管经历了这些挫折，日本漫画还是在众多忠实爱好者中找到了

重要的定位，向世人证明了漫画家们的独特才华和个性。日本漫画重视情

节，话题十分广泛，任何主题、社会或专业领域，以及人文倾向都可以改

编成漫画作品。

日本漫画的画面和情节

不断发展。同时，故事

的主题也与日俱增。毫

无疑问，这就是全球追

随者不断增加的原因。

这也标志着西方传统漫

画的衰退。

漫画手绘

前言

如今，西方青少年的绘画风格已经

体现出日本漫画的影响，类似于作

为表达载体的创意绘画。插图由杰

拉德·卡马拉创作（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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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漫画风格”，指的是描述故事的方式，具有图像性和

叙事性，这种形式正在被西方读者所接纳。它甚至积极地影响了

许多西方艺术家，有些人已经采纳了这种风格，而其他一些人则

将某些漫画形式融合到自己的叙事方法中去，例如，法国的“新

漫画”，以及越来越多受到东方美学启发的北美人。本书将展示

日本漫画画面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漫画中最重要的部分—叙事。

几十年前，青少年们受沃特·迪斯尼、埃尔热、安德烈·

弗朗坎、乌代尔佐和查克·琼斯的影响，开始进行创意绘画。如

今，鸟山明、优美子十五岚、CLAMP、大友克洋、宫崎骏等已经

成为主要的影响力。

1964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1981年以来一直从事漫

画和插图创作。1987年，他创

建了自己的制作公司“卡马拉

工作室”，并担任公司的制片

人、编剧、导演、造型师和动

画师。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他参与了

超过五十部电视剧和电影的制

作，甚至导演了自己的系列作

品，该系列已成功分销至一百

三十多个国家。

他对任何形式的图像表达、文

字或视听语言都充满热情和好

奇，还对日本动漫很感兴趣，

并已进军这一领域，这本书就

是他的成果之一。

目前，他正在创作新的动画系

列，他还为西班牙、英国以及

美国的几个出版商撰写和绘制

儿童书籍。

塞尔吉·卡马拉

1972年出生在西班牙圣地亚哥

德孔波斯特拉。24岁获得美术

学位并被国际漫画展览会授予

第一届西班牙国家漫画奖后，

她出版了第一部专业作品《一

百万分之一》。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漫画插

画家，她为许多西班牙以及国

外的杂志、报纸、会刊绘制插

图，包括美国克里斯托弗·哈

特的系列书籍《疯狂漫画》和

为加拿大的Guardians of Or-

der公司创作的小人书《大眼

睛，小嘴巴》。

目前，她定期为杂志《刺痛》

和《阴影》撰写文章。

瓦妮莎·杜兰



鸢尾花，想象那个看着你的男人正在旅行的途中。（俳句）

— 宗祗

漫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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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起源
插画艺术中发现的漫画起源于公元6世纪的中国，并在公元7

世纪引入日本。左页图是一幅卷轴画，创作于公元753年的《绘因

果经》（讲述过去与现在因果联系的插图经卷）。该作品的灵感

来自于中国画，但实际上起源于印度，随后传到中国，然后在12

世纪随着佛教的盛行传入日本。在这一时期，反对中国绘画影响

的大和民族意识在日本诞生，这促进了日本画卷艺术和鸟兽戏画

的发展。“漫画”这一词直到1814年才出现，当时为画家葛饰北

斋所用。作品《北斋漫画》中，他将“man”（自发的、异想天

开的、扭曲的）和“ga”（绘画、油画或印刷图像）这两个词结

合在一起，结果就是“异想天开的绘画”或“自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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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前身

虽然《绘因果卷》这类作品与

当今的日本漫画相差甚远，但亚洲

绘画中将文字与图画结合的传统的

确是几世纪后日本漫画的前身。

绘卷物

也称书画卷轴，是一种

艺术形式，起源于平安时期

（749—1192），持续至镰仓时

期（1192—1333）。它们由长度

为30至40英尺（9至12米）的横

向卷轴构成，内容包括奇闻轶事、

文学或宗教性质的故事、战争场

面、浪漫故事、民间传说或神怪小

说。这些卷轴画都是从右到左横向

阅读的。

绘卷物卷起来保存在盒子里。

《信贵山缘起绘卷》的《飞仓》卷局部，起源于12世纪

下半叶。这幅卷轴表现了一个村子里的米仓被僧人明莲

升上天空的景象。画面表现的是村民因这种景象而惊讶

不已的生动表情。

漫
画
的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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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戏画》局部，作者鸟羽僧正。该卷轴画

描绘了动物拟人的场面。

喜多川歌麿（1753-1806）是日本

浮世绘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以擅画美

人画而闻名。

鸟兽戏画

鸟兽戏画也是以卷轴的形式展现的，它起源

于11世纪，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单色的，用毛笔绘

制。其作者是僧人鸟羽僧正（1053—1140），

内容以讽刺为主，与寓言类似，描绘动物们的拟

人行为，这些动物和僧人一起玩耍，一起斗鸡。

起初，鸟兽戏画（动物的幽默画）专供宗教和贵

族阶层所用，五个世纪之后，该艺术形式流传开

来，并在社会各阶层广受欢迎。

浮世绘

这种艺术形式存在于17世纪末（1680）到

19世纪（1868）。日本浮世绘（描绘人世浮沉

的艺术）由雕刻在樱桃木块上的图案所构成。最

常出现的主题是在江户（古代的东京）花街和市

井的生活体验。作品包括艺妓、妓女、澡堂、茶

馆、妓院和歌舞伎戏院里的场景。浮世绘的出现

为风俗插画、贺卡、插画书、春画等开拓了广泛

的大众市场。浮世绘作者在美学之上寻求社会讽

刺，用他们绘制的生动作品，为封建独裁统治下

受压迫和对社会不满的人们提供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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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饰北斋

葛饰北斋是日本浮世绘最伟大的

大师之一。他于1826年至1833年间创

作了系列作品《富岳三十六景》。另

外，他也创作了15卷用于绘画教学的

系列作品（画谱）。

这些都是葛饰北斋的巨作，而他

最著名的作品是《北斋漫画》，1814

年开始出版，直到他去世后的1878年

才全部完成。19世纪中期，他的作品

流入巴黎，在那里这些作品被疯狂地收

集，尤其是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

埃德加·德加、亨利·图卢兹-劳特累

克，他们受到这些作品的强烈影响。

《北斋漫画》15卷的其

中一卷。“漫画”这一词

首次出现在19世纪初期。

《神奈川巨浪里》取自《富岳三十六景》系列。

漫
画
的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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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的诞生

19世纪初期，由西方殖民

主义引起的日本传统的孤立主

义开始瓦解。随着神奈川条约

（1854）的签订，美国海军准

将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提

出了向西方世界开放日本，允

许美国船停靠日本海岸，并且

进行贸易往来的要求。几年之

内，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与日

本进行贸易。这对日本的现代

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并帮

助它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地位；

与此同时，幕府的影响力开始

弱化。这些事件均促进了日本

艺术家和西方创作者的联系，

比如英国记者查尔斯·华格曼

（1835-1891）到日本游历，

他曾任职于1857年创立于日本

的《伦敦画报》。1862年，华

格曼效仿英国幽默，面向住在

横滨的外国人，推出月刊《日

本·笨拙》。该出版物一直活

跃到1887年，共出版了大约22

期。华格曼的作品中也不乏对

日本人的讽刺，而这是日本人

第一次接触讽刺漫画这种现代

出版物。《日本·笨拙》也被

翻译成日语。

《日本·笨拙》的封面，1862年由查尔斯·华

格曼出版。

查尔斯·华格曼为他的杂志《日

本·笨拙》绘制的一幅画。

1 9 世 纪 初 期 ，

日本打破传统的

孤立主义，允许

与他国家进行贸

易，同时，也受

到了其他国家文

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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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外国影响

1882年，另一位名叫乔治·比戈（1860-

1927）的外国人从法国出发抵达日本，在学校

为军队官员传授现代艺术。1887年，他为了纪

念11世纪著名的鸟兽戏画的作者鸟羽僧正，刊发

了自己的杂志《鸟羽绘》。这也是一部讽刺性刊

物，这本杂志使得他和当局产生了许多矛盾。然

而，对于许多日本艺术家而言，这本杂志引起了

他们态度上的变化，使他们在面对强权时，不再

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北泽乐天

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著名漫画作家是北泽乐

天（1876-1955）。他在美国学习绘画，并且

是唯一一位曾为北美杂志《古董箱》（Box of 

Curios）创作漫画的日本艺术家。1899年回到

日本时，他成为《时事新报》的增刊《时事漫

画》的撰稿人，该标题后来广义指代日式讽刺漫

画。1901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有固定人物的漫画

《乡下佬和杂色兵卫的东京之旅》，该漫画依旧

像旁白一样摆放文本，而不是用后来的对话框。

北泽乐天促成了1905年第一本日本漫画杂

志《东京帕克》（Tokyo Puck）的出版，销量

达到100,000册。旁白文字为英文、中文和日文

三语。

北泽乐天将漫画引进日本。整个20世纪，日

本漫画都与西方漫画沿着相同的路线发展，着眼

于社会政治批评。

右页是《时事新报》

其中一期的头版，它

是 日 本 的 第 一 份 报

纸，包括介绍漫画的

补充内容。

《乡下佬和杂色兵卫的东京之旅》（1901）中的一

页，它是第一部有固定人物的日本漫画。

《 鸟 羽 绘 》 封

面，乔治·比戈

于1887年创作。

《东京帕克》杂志的封面

漫
画
的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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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通过报纸副刊、面向成年人的周刊，以及面向儿

童和青少年的杂志蓬勃发展起来，例如，面向男孩的《少

年俱乐部》（1914），面向女孩的《少女俱乐部》，面向

儿童的《儿童俱乐部》。

20世纪漫画在日本的整合

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日本第一个漫画偶像诞生。这就是宫

尾茂雄的《团子串助漫游记》，1922年发表在杂志《每夕

新闻》，以及《阿正的冒险》，由桦岛胜一绘制，织田小

星撰文，1923年发表在杂志《朝日摄影》上。1924年，

故事《阿正的冒险》可能是第一部被改编成动画的漫画。

同年，麻生丰面向成年观众的长篇漫画《满不在乎的爸

爸》刊登在《报知新闻》上，该系列一直持续到1950年，

超高人气使得它有了自己的衍生产品，并于1928年改编成

电影，由木村白山执导，是日本动画的先驱之一。

麻生丰创作的《满不在乎的爸爸》（1924），

这个角色很受欢迎，1999年被印上邮票。

宫尾茂雄的插图，他是偶像型漫画角色创

作的先驱之一。

桦岛胜一的作品

《阿正的冒险》

的封面和内页。

漫
画
的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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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漫画开始出

现特别的类型分支：有着浓郁生活

气息的亲友漫画和家庭漫画，以及

针对儿童读者的儿童漫画。同时，

《飞速太郎》也在《读卖新闻周日

漫画》杂志上登场，并成为最具革

命性的系列漫画之一。曾于美国求

学的宍户左行在《飞速太郎》的绘

画中融入了美国式的节奏感和绘画

技巧。编剧铃木一郎和艺术家永

松健夫在1930年创作了《黄金蝙

蝠》，即日本漫画史上第一位超级

英雄，他成为日本最经久不衰的形

象之一。

黄金蝙蝠（1930），漫画历史

上第一位超级英雄。它起源于

纸芝居（洋片），之后变成系

列漫画，并在20世纪60年代成

为日本和欧洲最热播的动画。

宍户左行的《飞速太郎》

由田河水泡为杂志《少年俱乐部》创作的“伍长小黑”是1931年最引人瞩

目的漫画角色之一。

一个新的类型，四格漫画或者说是连环画，很快出现在报纸和儿童杂志中。其

中一个例子是横山隆一于1936年创作的《小阿福》，它讲述了以孩子为主人

公的有趣故事。这个成功的漫画角色跨越了三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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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
和二战之后的漫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漫画

产业带来了很多变化。首先由于审查制

度的建立，漫画作品大量减少，其内容

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漫画都将主题定

位为战争，比如《伍长小黑》就在战争

期间丧失了幽默元素，变成了一系列的

好战故事。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角

色，例如《日丸旗之助》，讲述了一个

关于日本武士的故事。

历经多年战乱，在日本依旧保存下

来的少数漫画类型有：

 ◎ 纸芝居，也叫“纸画剧场”，它是

一种在广场或公园里，通过逐张播放画

面向大众展示故事的艺术形式，与西方

中世纪吟游诗人所采取的方式相同。

 ◎ 贷本，也叫“租赁漫画”，它由图

书馆发行，通过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图

书中心建立租赁体系，并以杂志或150

页单行本的形式创作漫画。

 ◎ “红书”，它起源于大阪。之所以

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采用黑白印刷，

并有鲜亮的红色封面。这种漫画书二百

页左右，使用低劣纸张印刷以降低成

本。合作的艺术家虽然工资微薄，但同

时也享有极大的创作自由。

《海螺小姐》（1946），由长谷川

町子所作，版权归长谷川町子所有。

漫
画
的
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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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小姐是日本民众最喜爱的角色之一，该漫画和电影

都非常流行。 版权归长谷川町子所有。

长谷川町子

战 后 日 本 漫 画 界 发 生 了 若 干 重 大 事

件。1946年，长谷川町子成为第一位女性

漫画家。她创作了漫画集《海螺小姐》，这

是一部带有地域色彩的系列漫画，该漫画最

初刊载于《福日新闻》。日本国民日报《朝

日新闻》则在长谷川町子退休后，于1949

年到1974年刊载了《海螺小姐》。《海螺

小姐》用68卷描述了一个日本中产阶级家庭

的日常生活。1948年，第一部根据这部漫

画改编的电影问世，之后又推出了12部，最

后一部在1975年完成。

一部由长谷川町子作品改编的电影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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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冢治虫（1928-1989）

手冢是战后时期伟大的漫

画家，被公认为“漫画之神”。

手冢于1946年发表他的处女

作，但第一部使他名声大噪的

长篇作品是1947年出版的《新

宝岛》。这部仅200页的作品

卖出超过三十万本。他的作品

具有强烈的电影风格，重新定

义了战后时期的儿童漫画。对

于那些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人来

说，手冢就是一个民族英雄。

手 冢 受 沃 特 · 迪 斯 尼 和

马克斯·弗莱舍的影响，很早

便开始绘画。这种影响可以从

他那些有着大眼睛的典型漫画

人物中看出，这种风格后来被

很多漫画家模仿。这就是为什

么“水汪汪的大眼睛”成为日本

漫画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铁臂阿童木》版权归手冢治虫制作公司所有。

手冢治虫于1947年开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新宝岛》，版权归手冢治虫制作公司所有。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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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冢不仅因为是漫画家而

闻名，同时他也是日本动画产

业的先驱之一。他的动画创作

和漫画创作一样硕果累累，并

且由他自己的制作公司制作成

系列电视动画。1947年，手冢

合作创办了杂志《漫画少年》，

这是第一部纯漫画月刊。很多

艺术家与该项目合作之后都很

快成名。1951年，手冢创作的

角色“铁臂阿童木”在杂志上

亮相，该漫画一直连载到1968

年。《铁臂阿童木》非常流行，

手冢治虫的重要

性很大程度上体

现在他的多产以

及他对其他漫画

家的影响力上。

其他漫画家也像

他一样，在漫画

叙事中融入电影

艺术。

手冢治虫

《铁臂阿童木》于1951年首次出

版。主人公阿童木在国际上也是一

个相当受欢迎的漫画角色。版权归

手冢治虫制作公司所有。

并且成为了一部标志性漫画。

由手冢创立的“虫工作室”制

作了一部193集的动画，而电影

版于1964年上映。

1953年，手冢治虫从家乡

大阪移居到东京，住进常盘庄公

寓里。之后，其他日本艺术家也

相继搬进这座大楼，后来这座大

楼成为了一个充满传奇和神秘

色彩的地方。1996年的一部由

市川准执导的电影《常盘庄的青

春》就讲述了这段故事。



24

20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的

增长使对日本漫画的需求增加，

促成了周刊的繁荣。1965年，辰

巳嘉裕创造了“剧画”（戏剧性图

像）这一术语，开启了成人受众的

漫画新流派，其内容充满暴力、色

情与黑暗。1959年，出版商讲谈

社出版了第一期《少年杂志》，随

后其他主要出版商：集英社、小学

馆和双叶社也相继推出此类杂志。

这些杂志的出版使得战争前期针对

年轻观众而创作的杂志消失了，让

位给那些内容、主题和角色都丰富

多样的，如今我们都喜闻乐见的出

版物。20世纪60年代，剧画达到

了顶峰，并且出现了只面向成人读

者的漫画杂志。1964年，艺术家白

土三平推出杂志《Garo漫画》，这

是漫画史上唯一一本有明确禁忌内

容的杂志，连续出版了四十多年。

砰！

你为什
么不打
死他？

有 什 么 关
系？军司？
再来一记雷
霆一击？

军司势不可挡！连续七场
一

击
制胜！

战后繁荣时期

《丧钟》，辰巳嘉裕创作的短篇漫

画之一，他是术语“剧画”的创始

人，开创了成人漫画的先河。版权

归辰巳嘉裕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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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漫画产业继续发展，

如今已价值百万美元，这使得

漫 画 作 者 成 为 毫 无 争 议 的 明

星。漫画销量快速增长，在日本

已成为最重要的视听传媒形式。

相 反 ， 在 欧 洲 和 美 洲 ，

电视的增长使动漫产业出现大

萧条。而在日本，电视的流行

则极大地推动了漫画产业的发

展，漫画作品被改编成动画，

成为广受欢迎的动画连续剧。

许多艺术家，如永井豪，

《卡姆依传》，白土三平于1964年开始创

作。版权归赤目制作公司／白土三平所有。

《无耻学园》，永井豪于1968年开始创作，他也是

《铁甲万能侠Z》的创作者。版权归永井豪所有。

杂志《Garo漫

画》，1964年

由 白 土 三 平 创

立，有明确的禁

忌内容，是第一

本具有特定风格

的 杂 志 。 图 为

1994年庆祝该

杂 志 创 立 3 0 周

年的封面。
其作品《无耻学园》刊登在集

英社1968年出版发行的杂志《

少年JUMP》上，再次将面向

青少年的漫画带入大众视野。

永井豪作品中“疯狂的”

角色形象在家长和教育者中产

生了很大争议，他的作品也因

此受到排斥。但是禁忌已被打

破，标新立异的、大胆的出版

物已经开始面向各个年龄段的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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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到今天的漫画

20世纪70年代，成人漫画的地位得

到巩固。杂志《Garo漫画》发行量达到

70,000本，一种新的“颓废艺术”漫画

出现在众多杂志上。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及接下来的

十年里，更多针对成年读者而创作的新

型杂志开始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杂

志包括：《六月》(1978)，这是第一部

以同性恋为内容的作品，大部分针对女

性观众描述男男恋情；《少年JUMP》

《超级JUMP》的封面，该杂志是《少年

JUMP》的姐妹篇，自1979年起同样由集英

社出版。版权归集英社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集英社，1979）、《 Big Comic Sp-

irits》（小学馆，1980）以及《Morning》

（讲谈社，1982）。同一时期，第一部专

为成年女性创作的漫画《女士漫画》，

以及第一部见闻类漫画《知识漫画》也

露面了。这些杂志的作者大多曾是同人

志（爱好者杂志）画家，他们带来新思

想，并将其汇入作品中。然而，他们

不得不节制在杂志中出现过多的色情内

容，以便能在大型商业出版机构出版。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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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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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1978

年出版，版权归

三友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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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漫画大力发展

的年代。在此期间，漫画风格呈现多样

性的最大化，“少女漫画”达到巅峰时

期。1980年至1990年间，漫画走出日

本，在许多西方文化中成为一种真实的

社会现象。大友克洋的《阿基拉》，尤

其是其改编的动画，打开了西方世界的

大门。在此之前，欧洲和北美洲的电视

上只有少量日本动漫作品。而从那一刻

起，在书店和报刊亭里看到漫画已经不

再是稀奇事了。

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

《Big Comic Spririts》，1980年由小

学馆出版的杂志，版权归小学馆所有。

《少年JUMP》

由集英社编撰，

是约五百页左右

的 周 刊 。 在 2 0

世纪末期达到销

售巅峰，印刷量

高达600万册。

杂志上不断出现新的作者和作品，例如

鸟山明于1980年到1984年间在《少年

JUMP》上刊载的《阿拉蕾》；高桥阳

一于1981年到1988年间创作的《足球

小将》；鸟山明于1984年到1995年间

创作的《龙珠》；和月伸宏于1994年到

1999年间创作的《浪客剑心》；岸本齐

史于1999年开始创作的《火影忍者》。

1999年以来，赤松健创作的连载漫画

《纯情房东俏房客》一直在《周刊少年

Magazine》上连载，同时还有很多在

这个简要的介绍中没有提及的作品。

20世纪60年代，

手冢治虫将第一

部 《 铁 臂 阿 童

木》的广播版权

卖给了美国NBC

网络公司，在年

轻听众中获得了

惊人的反响。但

是 直 到 2 0 世 纪

八九十年代，漫

画才走出日本，

开始在美国及欧

洲出版，这都归

功于《阿基拉》

以及系列漫画《

太空堡垒》《高

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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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日本，漫画就是一种大

众现象。到20世纪末期，日本出版的书

籍和杂志中几乎40%都是漫画。漫画的

种类涵盖各个性别、年龄层、职业等等。

弗雷德里克·斯科特在《Dreamland 

Manga》一书中提到每个日本人每年要

阅读15本漫画书。

漫画在日本的重要性

漫画是如何出版的？

大部分日本漫画杂志是周刊或月

刊。每周发行量超过100万份，每份

200页到900页不等。刊中包含各种连

载漫画故事，每篇约20页，还有若干四

格漫画故事。

这些漫画使用廉价纸张，所以价格

便宜；它们很笨重（看起来像电话簿），

很多西方读者都会参加在欧洲和美洲举办

的国际漫画展。该图为在巴塞罗那的奥斯

皮塔莱特举办的漫画展，它是继日本漫画

展之后最重要的漫画展之一。

漫画，适合所有人业余消遣，且受众广泛。 漫画和动画片的衍生品是漫画产业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很少被收藏。总而言之，读完就扔，要

么全扔，要么只保留喜欢的部分。

除此之外，“单行本”出版物则纸

张质量优良，被杂志中特定的故事所吸

引的读者常常将它们收藏。单行本包括

刊载在杂志中的故事。每本书200页左

右，每个系列都有一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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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漫画在西方国家的巨大发行量足以证明它们在日本之外也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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