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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化以來的戰爭中，宣傳畫的作用不能小
視。以中日兩國的歷史而論，從甲午戰爭開始，
宣傳畫便開始在戰爭中被廣泛應用。以日本為例，
宣傳畫當時起到了兩個作用，一是在當時的日本國內
進行戰爭動員，渲染戰爭氛圍，以取得民眾對戰爭的
支持，從而使得宣傳畫成為了一種精神動員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針對外部而言，在甲午戰爭之中，日本的宣傳
畫一方面將戰爭描繪成是「崇漢抑滿」的軍事行動，以此分
化當時清國內部的滿漢關係，同時也透過對戰場環境和氛圍
的描繪和敘述，向當時的西方列強進行輿論公關和宣傳。可以
說，在甲午戰爭中，日本的輿論戰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清國則
處在比較被動的狀態，這其中宣傳畫的作用不容小覷。
不過到了抗戰時期，情形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就日本而言，不斷

以「大亞洲主義」等意識形態為其戰爭行為進行美化和辯護。而另一方
面，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無數的民間抗日救亡運動和全國精神
總動員，中國的精神戰力方面，已經與甲午戰爭時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
藝文宣傳方面，也不再好似甲午戰爭時期那樣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中。不少

類似黃紫霞這樣的藝術家，都自發用自己的畫筆或是各種藝術形式，服務於抗
戰。可以說，抗戰文藝，既是一種文藝的形式，也是一種抗戰的形式，是特殊的抗
日戰場。

《一月漫畫》，由黃紫霞於1940年創立於福建晉江。據相關資料顯示，
整個《一月漫畫》的運作，完全由黃紫霞本人獨資創立而成，日常營運、
編輯與發行工作，由黃紫霞個人一力承擔。《一月漫畫》大約十四開大
小，主要刊載與抗戰題材有關的漫畫，深受好評。在創刊的發刊詞中，黃
紫霞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開端，在文中道盡創刊的初衷和目標。
在他看來，藝術的鼓動性對於堅持抗戰和取得勝利，有着重大的影響——
「雖雕蟲末技，紙上談兵，不比荷槍披甲之士，喋血沙場，殺敵致果，但
自信所以鼓舞敵愾情緒者，於抗戰前途，不無微補。」
《一月漫畫》在組稿發行的過程中，完整貫徹「抗戰建國」的主題，以

藝術作為抗敵的武器，發揮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因為其巨大的影響力以及
受歡迎程度，其藝術抗戰的作用和意義被國民政府所重視，後來，國府教
育部將其定為宣傳抗戰的刊物，向全國的機關社團和學校進行推廣。就影
響力而言，遍及甘肅、陝西、河南、湖北、四川、貴州、雲南、江西、廣

東、福建等地。
1941 年，福州淪
陷，《一月漫畫》機
構與設備開始內遷，
出版中斷。到了次年
的9月，出版工作又
開始恢復。不過，抗
戰之中，戰局變化無
常。由於後來衡陽失
守，導致交通受阻，
《一月漫畫》的投遞
工作受到了巨大的影
響，因此出版發行工
作也漸漸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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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抗日戰場

《《一月漫畫一月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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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黃紫霞家庭生活的回憶家黃紫霞家庭生活的回憶，，同時也是對祖父黃紫霞作為一名抗同時也是對祖父黃紫霞作為一名抗

日文藝戰士的崇敬敘語和緬懷日文藝戰士的崇敬敘語和緬懷。。戰火已經結束整整七十年戰火已經結束整整七十年，，藝藝

術與戰爭術與戰爭，，這二者之間的關聯似乎也越走越遠這二者之間的關聯似乎也越走越遠。。但黃俊如表示但黃俊如表示，，當年的當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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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的戰場，不僅僅是短兵相接的刀槍水火。在
各個不同的領域，當時的中國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表達着自己堅定不移的抗敵熱情和意志。藝術不只是娛樂
和消遣。在國難當頭的時刻，藝術家手中的創作工具，毫
無疑問便是抗敵的最佳武器。在一系列抗敵文藝作品的創
作中，藝術家們找到了報國的方式。黃紫霞與他的抗敵漫
畫，便是那個時代中，文藝救國的經典寫照。

一位低調的抗日漫畫家
「其實抗戰勝利之後，家中包括祖父本人，便很少提及
在抗戰時期的抗敵漫畫創作」，黃俊如向記者透露，無論
是祖父還是父親，對這段往事都沒有過多或具體的回憶。
「在家中，我見過漫畫印刷所用的刻版，但祖父從事抗日
漫畫創作的具體細節，我反而是從外邊、從社會上才得
知，自己的祖父在抗戰時期創作過不少抗敵漫畫。」黃俊
如這樣的表述，確實令記者比較吃驚。畢竟，一段引以為
傲的歷史，對一個藝術家而言，通常的做法乃是大書特
書，但黃紫霞的沉默，的確和人們預想的不太一樣。
「祖父是一個低調的人，他不喜歡宣傳和包裝自己，或
許在他看來，歷史過去了，這一頁就翻過去了，個人榮辱
其實沒有什麼好太過計較的。」黃俊如介紹說，自己的祖
父黃紫霞，出生在1894年的甲午年，那時的中國，已經
緩慢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故而黃紫霞在西式學堂中，完
成了自己的蒙學初步。不過黃俊如談及，「雖然曾就讀於
西式學堂，但是祖父的國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習，卻一點也
沒有丟棄，反而日益加強了。」據悉，黃紫霞的繪畫技
能，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臨摹和自學。
在那個年代，這幾乎成為了中國人踏入藝術之門的一個重
要途徑，很大程度上，興趣和熱情，決定着一個人的一生
走向和命運。
當時的黃家，在福建泉州是名門望族。漸漸長大的黃紫

霞，於實業和文化方面均有涉及。「祖父辦過實業，後來
也辦過文化出版，經營過書店，在這一過程中，也沒有放
棄過對書畫的研習，自學書畫和雕塑，幾乎成為了他生活
的一部分。」黃俊如說道。而當今藝評界談及黃紫霞，也
認為其擅長國畫，特別是寫意花鳥這一領域。

投身文藝救國的洪流
抗戰的爆發，使得很多人的人生軌跡和命運都發生了很

大的改變，黃紫霞也不例外。「為了表達對抗戰的支援，
也為了貢獻自己的一分心力，祖父舉辦了個人書畫作品的
義賣活動，並將全部的收入所得捐獻給國家，用以支援前
線。」黃俊如說這段話時非常平靜，但能夠感受到，仍對
黃紫霞當年的舉動感到自豪。
藝術家投身的抗戰救國的戰場，便是自己的

創作。隨着抗戰的深入，持久的對峙、抵抗，
需要用更激昂、更生動、更鮮明的作品來鼓舞
民心士氣。1940年秋天，在抗戰進入最為艱苦
的歲月中，黃紫霞自費創辦了一月漫畫社，出
版《一月漫畫》，登載抗敵漫畫，以激勵前方
軍人奮勇衛國，同時也堅定大後方民眾堅持抗
戰的意志和決心。「祖父對《一月漫畫》傾注
了很大的心血，他是社長，而且是總編輯，不
僅如此，也擔任着《一月漫畫》的主筆，毫不
計較得失，只是想着用自己的作品去鼓勵民眾
的抗敵意志。」黃俊如說道。

在這期間，黃紫霞創作了很多特色鮮明的抗敵
漫畫作品。這些作品，既有深切的控訴，也有對
侵略者無盡的嘲諷；既有對國內戰事和淪陷區同
胞的悲憫關愛，也有對國際時事的精準把握；既
有對戰爭殘酷的描繪，也有對民生物力維艱的痛
感。哪怕以今日的視角來看，黃紫霞的抗敵漫畫
都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及歷史人文價值。而在當
時，《一月漫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不僅被
國府向社會大力推薦，同時也獲得了駐華盟邦外交人士的
青睞。
「黃紫霞的抗敵漫畫，具有鮮明的鼓動性，因為漫畫的
特點便是主題突出，而且面對的又是大眾，所以帶有幽默
性，同時也會搭配一些語言和口號。」香港著名畫家、中
國美術家協會會員沈默這樣評價黃紫霞的抗敵漫畫作品。
在他看來，抗戰時期，藝術並不發達，藝術家的創作，其
實是自己在對抗戰表明一種立場，若沒有愛國的心志，是
很難做到這一切的。

期後人銘記歷史
漫筆畫出救亡情。這是一個藝術家也成為了戰士的年

代。這是抗戰時期的一個特殊而又重要的戰場。以日本而
言，當時的日本也以宣傳畫報的形式，進行了各種各樣的
為侵華戰爭進行美化的宣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面對當時日本方面全方位的壓迫——例如在文宣領域的侵
略，包括黃紫霞在內的中國藝術家，並沒有袖手旁觀，而
是以自己的創作投身到了抗戰中。因此，抗戰文藝，並不
只是文藝在硝煙年代的體現，抗戰藝術家也是一個不能夠
被後人忘卻的重要群體。
「即便祖父還健在，他依然會保持低調，因為這是他的
性格決定的，同時，在他看來，在那個年代作出這樣的選
擇，是天經地義的，並不值得大書特書。」面對記者對
「假如黃紫霞健在，會否向後人講述往事？」的提問，黃
俊如給出了這樣的回答。這或許便是那個年代藝術家的一
種精神風骨寫照：成功不必在我，英雄但求無
名。
「當然，當年那場戰爭的歷史，需要被銘記，

這樣才會有永久的和平，這既是屬於香港的精神
財富，也是屬於全中國的精神財富；藝術與戰
爭，其實是密切相關的兩個主題，用藝術描繪戰
爭、書寫戰爭、回憶戰爭、防止戰爭，因此，希
望今天的藝術家，在創作有關抗戰題材的文藝作
品時，真的不能夠太兒戲，因為，這是一段嚴肅
的歷史。」這是黃俊如對戰爭與文藝關聯的一種
概括性敘述。

■抗戰時，日本以宣傳畫形式作為宣
傳工具美化佔領香港的行為。

■反映淪陷區同胞遭受的苦難

■黃俊如回憶祖父黄紫
霞的抗戰文藝創作生涯

■揭穿美化侵略的謊言

■揭露法西斯圖謀瓜分世界的企圖

■侵略者面對各國人民的反抗疲於應付

■日寇為擴大侵略不惜犧牲本國民眾的生命

■著名畫家黃紫霞

■表現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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