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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驰骋漫画天地

1916 年，丁聪生于上海，祖籍金山枫泾，祖

居枫泾青枫街 18 号。父亲丁悚是中国现代漫

画的先驱者之一，既画讽刺社会现象的政治漫

画，也画月份牌上的时装女郎。

作为丁家长子，丁聪从小爱画，1935 年，中

学毕业的丁聪为补贴家用，开启编电影画报的

生涯，不久后在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任

美术编辑。当时，对丁聪的生活和艺术影响最

大的是漫画家张光宇、叶浅予。他们的画，描

摹了上海市井的百态，让丁聪触动很深，也影

响着他后来那种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画风。

一次，丁聪画了一幅漫画要发表，报馆让他署

个名字，他顺手写下“小丁”。这个名字他一用

就是 60年，丁聪说，中文的“丁”有“人”的意思，

“小丁”就是小人物。

“小丁”爱憎分明，以讽刺幽默的笔触，驰骋

在漫画天地里。抗战爆发后，丁聪辗转于香

港、重庆、昆明等地。他在《良友》画抗日漫画，

试图用漫画救亡。丁聪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

的政治讽刺画尤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

气。一幅《现象图》长卷，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

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贪官、伤兵、淑女、官

商、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

物，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也成了那个

时代的缩影。

抗战后，丁聪回到上海，1945—1947 年在

上海发表过不少较有影响的以“争民主”为题

材的讽刺画。例如《民主曰：“逆我者亡”》等，

有力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现实，被誉为“文化界

的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丁聪历任《人民画报》副总

编辑，全国青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美协第

一、三届理事和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是第二、

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后的 20多年里，丁

聪没有条件发表漫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才又画起讽刺漫画来，有《丁聪插图》

及讽刺画集《昨天的事情》等。

1980 年以后，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丁聪

以超常精力从事文学书籍插图及讽刺漫画工

作，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数量大大超过以前作

品的总和。他经常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作品，

1979 年《读书》创刊起，他的漫画专栏始终没有

中断过。

1980 年以后的 20 多年来，丁聪共出版了三

十多种集子。他的早期漫画以“抗战”和“争民

主”为主要题材，结集于《丁聪老漫画》；1980 年

以后创作的漫画，多取材于现代社会，主要结

集于《丁聪漫画系列》等漫画集，这一时代丁聪

创作的讽刺画尤具特色，单独结集出版《讽刺

画》系列漫画集。在这些讽刺漫画中，或讽刺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或嘲笑伪君子、假道学，

为今人所乐见。一文一画，相映成趣。丁聪长

期以来为《读书》杂志以及鲁迅、茅盾、老舍等

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了大量插图作品，这

些画结集于《丁聪插图集》。上世纪七十年代

后期，丁聪迎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这些漫

画配合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

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图艺术领域的成就，丁聪

还出版了中、英、法、德、日文版的《古趣集》和

中、英、日文版的《今趣集》等，为我国的漫画事

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享有“怕太太”的盛誉

丁聪一生爱画出名，爱妻也出名。尽管这

位漫画大师事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就，而在文化

界中他却享有“怕太太”的盛誉。

丁聪在朋友圈内称沈峻为“家长”，自己甘

居“低能儿”的位置。后来，圈外人也尊称她为

“家长”了。作为“一家之长”，沈峻除了全权掌

管家庭油盐酱醋外，也全权处理丁聪的吃住行

和一切活动。丁聪也很听话，从不挑战“权

威”。

丁聪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爱妻原则：“如果发

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的

错，也一定是我害太太犯的错。如果我还坚持

她有错，那更是我的错。如果太太真错了，尊

重她的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不会错——

这话肯定没有错。”

2009 年，93 岁的丁聪去世。此前，82 岁的

沈峻老人一直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病中的丁

聪，直到他停止了呼吸。沈峻尊重丁老的遗

愿，家中不设灵堂，外边不举办追悼会，不修

墓，不立碑，也不留骨灰。可她觉得还有些事

没有交代清楚，于是她又在丁聪一边的衣兜里

放上了餐巾纸，另一边放上了牙签，这是丁聪

以前出门必备的小物件。

末了，沈峻老人又给心爱的先生写了最后

一封情书，装在衣袋里让他随身带走。内容是

这样的——“小丁老头：我推了你一辈子，也算

尽到我的职责了。现在我已不能再往前推你

了，只能靠你自己了，希望你一路走好。我给

你带上两个孙子给你画的画和一支毛笔、几张

纸，我想你会喜欢的。另外，还给你准备了一

袋花生，几块巧克力和咖啡，供你路上慢慢享

用。巧克力和咖啡都是真糖的，现在你已不必

顾虑什么糖尿病了，放开胆子吃吧。

“这朵小花是我献给你的。有首流行歌曲叫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朵小花则代表我的魂。

你不会寂寞的，那边已有很多好朋友在等着你

呢；我也不会寂寞的，因为这里也有很多你的好

朋友和热爱你的读者在陪伴着我。再说，我们

也会很快见面的，请一定等着我。”落款是，“永

远永远惦记你的‘凶’老伴沈峻。09.5.26。”
“凶”老伴！一个“凶”字道尽亲昵，只有心

连心的人才能如此坦诚，如此深爱。丁聪去世

后不久，沈峻大病一场，是肠癌。开完刀，沈峻

悠悠醒转过来。她说：“丁先生在天上做快乐的

单身汉呢，我就在地上做快乐的单身汉，我们都

很快乐。”

2010 年，在金山举行的“丁聪塑像揭幕仪

式”上，沈峻致辞，讲到生了一场大病，差点去见

先生的一段话，堪称幽默经典。沈峻说：“前一

段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差一点去见丁聪了。

丁聪生前都说我管他太多，管了他一辈子了。

这次，我要去见他时，他对我说：我刚自由了一

段时间，你就又要来管我了，不行，快回去吧，让

我再自由几年吧。所以，我又回到了阳界。”

2014 年 12 月 11 日，沈峻因肺癌去世，享年

87岁，两位浪漫、风趣的伴侣再次团聚。二人也

用近60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感人的爱情童话。

故乡最能打动人心

虽然不是出生、成长于枫泾，但丁聪和枫泾

的缘分却不浅。2003 年初，时任枫泾古镇旅游

区总经理丁四云给丁聪寄去了一封信，谈到了

当地为发展水乡古镇旅游产业，考虑恢复名人

故居，或建立名人陈列馆，并表达了要建“丁聪

漫画陈列馆”的愿望。信寄出后，他心里忐忑

不安。在此之前，金山区一位领导去北京公

干，想去拜访丁聪被拒。打听下来的原因是，

一是丁聪不太喜欢和官员交往；二是丁聪觉得

自己对枫泾的印象比较模糊。丁聪父亲丁悚出

生在枫泾南镇青枫街，少年时赴上海市区读

书，后长期居住生活在上海南市区。孩提时代

的记忆，经过久远时光的冲刷，晚年的丁聪自

然难以一下子在枫泾和家乡之间画上等号。但

是，想不到过了一个星期，丁聪夫人沈峻打电

话给丁四云，说来北京面谈，还特地关照：领导

不要来。这或许是小丁对一位同姓“小人物”

的理解和支持，也或许是被家乡人的浓情和善

意击中了心中的柔软处。

丁聪一生共有八次家乡之行，而频繁联系

往来，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中。第一次是他

十六岁时随父亲到枫泾寻找旧故。第二次是

2002 年，有电视台拍摄专题片《回家》，再次来

到家乡，前往枫泾公墓祭扫父母墓地。2003 年

丁聪漫画作品陈列馆在枫泾建成后，他每年回

来两次，连续三年，如是共六次。

丁聪漫画陈列馆开馆仪式当天，丁聪亲

至。来到古镇北大街，看到一幅跨街横幅“欢

迎丁聪回家”，他停下脚步，面对老街两旁的欢

迎人群，喜不自禁地鼓掌起来，大家也一起跟

着鼓掌起来。丁聪连连向大家招手致意，并趋

前几步同乡亲握手致谢。开馆当天，丁聪第一

次对外说“我是一个枫泾人”。从此，丁聪对家

乡的建设愈发关注，特别对文化、旅游事业发

展相当关心。“枫泾古戏台”“三百园”“丁蹄作

坊”等景点题字，都是丁聪留下的墨宝。

故乡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丁聪在他最后的

晚年生活中，由于和枫泾有了较多的来往，特

别是枫泾家乡人对他的热情、敬重、爱戴，使得

他认可了家乡，并在朋友圈里到处说自己是枫

泾人。自从在枫泾建了“丁聪漫画馆”后，他携

夫人每年都回来二三次。

2005 年 6 月中旬，丁聪夫妇带儿子、孙子一

起来到枫泾。这是丁聪生前最后一次回到家

乡。丁聪说：“我要让儿子、孙子，认认家乡、认

认祖宗，再也不要像我一样，到九十岁了才知

道自己的家乡有那么美好。”

2006 年后，因年事已高，身体渐趋衰弱，丁

聪对故土的思念只能停留在嘴上了：“待我身

体好了，一定要再回枫泾看看。”

93 岁那年，丁老先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

程，病逝于北京。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在枫

泾镇清枫街 14 号建有丁聪故居，并在枫泾公墓

内建了丁聪墓，为丁聪先生树立雕像。2019 年

5 月 26 日，丁聪美术馆（丁聪祖居）在枫泾正式

对外开放，将丁聪生前 1.2万册藏书悉数展现在

世人面前，也为枫泾古镇增添了又一文化亮

点。

□记者 甘力心

丁聪：太太不会错

“如果发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的

错。如果不是我的错，也一定是我害太

太犯的错。如果我还坚持她有错，那更

是我的错。如果太太真错了，尊重她的

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不会错——

这话肯定没有错。”这段著名的爱妻原

则出自我国著名漫画家丁聪之口。

许多人都看过“小丁”丁聪的漫画，

其实，丁聪祖籍是金山区枫泾镇，这位

才华横溢、风趣幽默的漫画大师不仅在

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其和夫人沈

峻相携走过半生的爱情故事也感人至

深……

1957年丁聪与夫人沈峻

丁聪所绘沈峻和儿子丁小一丁聪所绘沈峻和儿子丁小一

位于枫泾镇的丁聪美术馆位于枫泾镇的丁聪美术馆

丁聪美术馆丁聪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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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长期向全区中小学生征集作文、书

画、摄影、剪纸等各类作品。

作文要求：

1.文体不限，形式不限

2.文章具有真情实感

3.严禁抄袭

4.邮箱：jsxyjsxy2404201924042019@sina.com@sina.com
5. 来稿请注明学校、年级、班级、姓名，

以及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便于稿费发放。

征稿启事

那是我每天都会去的地方——“巴比馒头”

店。当我放学以后，饿得饥肠辘辘的时候，那里就

是我的“能源补给站”。

店里的销售员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脸上

有着几条皱纹，有着强壮的手臂,不禁让人感觉这

人不好相处。

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的。每当有一个人到店里

买馒头，那个小伙子总是站起来，微笑着说：“你好，

需要买什么？”让人听着就感觉很舒服。他干活也

十分娴熟，什么馅的馒头在什么笼里，都知道得一

清二楚。而在他拿包子的时候，早就算好了顾客应

该给多少钱。

记得有一次，我放学了，那时黑暗笼罩下来。

马路上的人没有多少了，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于

是，我便来到了“巴比馒头”店。

店铺前没有一个人，那个销售员也在柜台前打

着游戏。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似乎要打烊

了。我立刻冲了上去，说：“先不要关门！还有什么

馒头吗？”他惊了一下，看着我，随后又微笑着说：

“额，还有菜馒头和老坛酸菜馒头，你要什么？”“没

有肉的吗？”“对不起，没了。”我一听到没有肉馒头，

心就沉了下来，只好噘着嘴说：“那就来个菜馒头

吧。”那个小伙子顿了一下，又对我说：“要不我给你

做一个肉馒头吧。”

我听了，又惊又喜，说：“好的呀，麻烦你了。”只

见，那个小伙子掏出一块面皮，又从冰箱里拿出一

大碗肉，用筷子弄出一小团放在面皮上。随后，又

将皮团起来，放进蒸笼里。他一边坐着，一边面带

微笑。过了五分钟，小伙子把蒸笼盖打开来，热气

扑腾，他用塑料袋迅速将包子放进去打了一个结。

我从包里拿出钱包，准备给小伙子钱。可是，

他又微笑着说：“你不用给钱了，就当是见面礼，送

你了。”“那就谢谢你了，我走了，再见！”“拜拜！”我

拿着热乎乎的馒头，脑袋里还浮现着那稚气的笑

容，心里暖暖的。

那个小伙子至今仍在那店里工作，每天都会有

不少客人去他店里买馒头。我忘不了那热腾腾的

肉馒头，更忘不了他的笑容……

指导教师：郑佳敏

白沙湾是外婆家的一处海湾，看着这里蓝天白

云，坐在沙滩上，望着海天一色，蔚蓝的海水随风而

涌，沙滩随着海湾宛然伸展，沙子细软而洁白，沙滩

旁椰林婆娑……不由得发出一声赞叹：“真美啊！”

这里是观赏、玩耍、游泳的好地方。

我们常常在沙滩上奔跑，追逐打闹，玩累了，就

坐到柔软的白沙滩上堆沙堡。用小铲子挖出沙子

堆一起，可是沙子太干时就很难堆得高，于是便提

着小桶，到海里打水，把海水浇到干沙子上，沙子湿

了就能堆出小丘似的沙堆来。到椰树下捡几个小

棍子，或到沙滩上找几个坚硬的贝壳，我们用这些

简单的工具，在沙堆上堆出心中的城堡。城楼是不

能少的，挖好城楼，还需要挖城门和小窗户。如果

沙堆足够大，挖好一座大城楼，还需要挖小城楼，有

小城楼陪衬，才显宏大，我们还煞有介事地挖出护

城河。我们专注地挖了很长时间，只要有一个粗心

大意的小朋友，一不留神儿一碰，我们的城堡便化

为乌有，又成为一堆沙堆了。可是我们不仅不会沮

丧，还会一起兴奋地踩在上面，把城堡踩在脚下。

城堡没有了，看到远处的沙滩上有许许多多的

沙球，处处都是小洞洞，妈妈告诉我们这是沙蟹的

洞。这么多洞洞，可是一只沙蟹也看不见，都到哪

里去了呢？于是，我们好奇地拿起小棍子，挖小洞

洞，一只只小拇指大小的小螃蟹便爬出来了，它们

举着两个钳子，横着走，别看它们小小的，可是跑得

特别快，一溜烟就不见。我们有的挖着小洞洞，有

的追赶小螃蟹，玩的不亦乐乎。我终于抓到了一只

小沙蟹，它举着钳子好像在向我示威说：“不要惹

我！”看着它虽然小小的，但是却很威武，我便放它

走了。

夕阳西下，热气退去，我们玩累了，开始换上泳

衣，到海里游泳。这里的海水蔚蓝蔚蓝的，波浪不

大，在浅滩上玩水，还能看到很多跳跳鱼，可刚一伸

手去抓，一下子就不见了，让人即兴奋又失落。脚

下的沙子是细细软软的，如果不小心踩到硬硬的东

西，伸手一摸，不是贝壳，就是踩到小螃蟹了，这会

让我们感到惊喜，大家都想交上这样的好运。当用

力踩海水，一不小心，海水溅到眼睛里，疼痛不已，

非常难受。这里的海水又咸又苦，如果不小心喝上

一口，肯定会被呛得只想哭，脸憋得红红的，便引来

一阵笑声。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海滩上的人慢慢变少了，

我们也恋恋不舍地回家了。

我喜欢外婆家，我喜欢外婆家的白沙湾。

微笑
剑桥实验中学 七（1）班 张力宏

白沙湾
金山实验二小 四（9）班 宋雅琪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的同桌换了不下十

个。我一直纳闷：为什么不能与好朋友坐在一

起呢？想来想去，应该是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

的策略吧！这一次，又要调座位。我心情忐忑

地等待徐老师的调令，我们排好队伍，徐老师

像分拣萝卜一样把我和胡铭拨在了一起，成了

新同桌。

说起胡铭，他倒是一个很有特征的男生，

胖胖的脸，胖胖的小身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他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吃肉。每天我

们经历上午四节课的严重脑力消耗后，已经精

疲力尽，饿得前胸贴后背。午饭时间，打开饭

盒的一瞬间，饭菜的香味迎面扑来。这时候，

胡铭会满血复活，抓起勺子往嘴里塞饭。面对

眼前一小块炸得金黄的猪排，他显然相当不满

意。三下五除二吃完后，胡铭一眼瞥见了我盘

中完好无损的猪排，于是像蛇一样转向我，和

气地对我说：“我的猪排吃完了，你能分我一点

点吗，我拿素菜跟你换？”我本身对猪排不大感

兴趣，总觉得太硬，磕牙。正想大喊一声“成

交”，忽然感到一道寒光从教室后面射过来。

扭头一看，徐老师正站在教室后面，像老鹰一

样盯着我们。我只得语重心长地说：“胡铭啊，

偏食是不对的，我都成瘦猴了，得吃肉。”说完，

很坚定地将猪排送到嘴里。胡铭一楞，马上夹

起一块黄瓜说：“对的，徐老师一直教导我们要

互相帮助，在吃饭这件事上，我们也要互相帮

助，一起改掉偏食的习惯。”

看来，徐老师安排我俩做同桌，其实是有

深意的。 指导老师：徐翔

金山实验二小 四（9）班 邢彩奕

我的同桌

转眼间一个美丽而缤纷的暑假又到来了，

本想着这个暑假可以过着吃吃零食、看看电

视、睡睡懒觉的惬意生活。可是这个美好的

愿望被一双藏在家里的“眼睛”打破了,因为

不论我走到哪儿，它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我

的一举一动，这种感觉就像被人监视的囚犯

一样。这双“眼睛”好烦啊！

本来这双“眼睛”是用来防火、防盗的，爸

爸最初安装时是经过大家一致通过的。可如

今这双讨厌的“眼睛”不知不觉中“改行”了，

改成了防我偷懒。“眼睛”以前的用处是它只

要是看见火或小偷就会拉响警报，如今只要

看不到我就“呜哇呜哇”地叫，甚至连我去卫

生间时间久了，它也不放过，这双“眼睛”好烦

啊！

今天我作业写到一半，突然控制不住想去

玩乐高，但我可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在“眼睛”

监视范围之内玩，不然上一秒还是威风凛凛

的积木大将军，领雄狮百万征战四方，下一秒

就会被劈头盖脸地数落一顿，恨不得找个缝

钻进去。于是我就去房间里玩。正当我玩得

不亦乐乎时，“呜哇呜哇”那双无处不在的“眼

睛”又开始忠于职守了，真是太敬业了！我只

好走了出来，来到它的“眼皮”下。这双“眼

睛”真的好烦啊！

这双烦人的“眼睛”，就是我家的360度无

死角监控器，虽然我知道爸爸用监控盯着我

也是一种爱，但是我想过一个快乐自由的暑

假，所以恳求爸爸，请您把“眼睛”拿走吧,您

要相信我可以管好自己。

指导老师：姚卫英

烦人的“眼睛”
兴塔小学 五（1）班 陈博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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