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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顾名思义，就是时事评论性的文章，是针
对时事热点、当前热点，分析、评论，表明自己观点的文
章。漫画——则是一种艺术形式，是用简单而夸张的
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喻、
象征、暗示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以取得生动
的效果。

而时评与漫画组合的时评栏目，作为新闻特色在
新闻史上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简单
的道具、场景画面配上简短的文字形式，到现在丰富的
综合造型艺术的表现，已成为广大读者最爱的阅读新
闻的好形式。

《江苏工人报》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率先由漫画
编辑与时评编辑合作，创办了图文并茂的《话中有画》
栏目，迄今已近三十年，其创办宗旨一开始就定位在

“图文并茂”风格上。
多少年来，《话中有画》以幽默诙谐、主题鲜明、形

象生动等特点一直得到省内外读者的肯定与好评，我
国著名漫画家缪印堂先生来江苏工人报社调研时，当
了解到《话中有画》已创办多年，并深受读者欢迎时，他
给予该栏目高度评价：“幽默是一门智慧的艺术”。

《话中有画》创刊近三十多年来，作为参与编辑的
我，深切感受到漫画插图在新闻报纸上，尤其是在与时
评组合的《话中有画》上的多方位的积极功效，其主要
表现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功效一：直观性
我们知道，漫画插图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他

不像讽刺那样直接鞭挞、辛辣地表现新闻现象，而是
根据时评内容用漫画插图的造型表现出来，画面所展
现的形象、道具、场景等等密切配合时评作者的主题
思想和倾向，交合为一种幽默而风趣的形式而外化出
来。

《话中有画》栏目中，每一期都围绕一个当下热门
主题来组稿和绘制，而主要角色的造型则大量运用了
漫画的夸张、幽默风格。如：《高温津贴发放要谨防三
种现象》（2016年8月9日）（图1）表现在发放高温津贴
时应避免几种现象，画面上画出三位阳光下的工人造
型，头顶上三个漫画思维圈：人民币、饮料、日历，代表
了他们进入高温季节的所思所想，时评主题跃然纸上
——切实维护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

（图1）
现代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普遍感到生活的节

奏加快，大量的社会信息既想快捷式接受和理解、又想
与时俱进，避免“out”，而漫画插图的直观性就不失为
一种快速阅读的方式和方法。

幽默生动的《话中有画》栏目每每与读者见面时，
其氛围热烈、争相传阅，那一幅幅通过情节、造型、艺术
塑造而表现的新闻事件的漫画作品常常给他们带来欢
笑，读者在轻松愉悦的过程中接受到了新闻信息。

网络普及的今天，新闻报纸则更需要这样图文并
茂的新闻形式来服务于受众，“读图时代”的概念更应
在我们纸质媒体上得以广泛兑现。

从受众的信息接受程度而言，摄影、漫画、报花、刊
头等一直是报纸上的直观信息，而配有漫画插图的《话
中有画》具有的丰富的新闻性、广泛的艺术性和深刻的
哲理性，就更容易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感受。

功效二：解读性
图文并茂的形式是编辑与读者之间沟通的好形

式，反映了主方、客方、或客体之间的一种互动。
新闻报纸向来以文字报道为主，用通讯、消息等形

式及时介绍新闻事件和人物。相对而言，尽管漫画编
辑自然是群体里少数成员，但是一个出色的漫画编辑
如能及时配合时评编辑创作出出色的新闻漫画，让受
众在短时间内轻松地阅读和理解作品的主题所在，那
就更能体现出《话中有画》时评栏目的生命力所在，就

更能延续新闻报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上升。
漫画插图同时又是一门高品味的视觉表达艺术，

表达的技巧有夸张、借喻、对白、反复、谐趣等等，幽默
表达的根本特征则是风趣、形象。

如漫画《强制取消订单违背契约精神》（2018年4
月18日）（图2），表现了当下网络订单被随意取消的现
象，如取消旅游订单、航班订单等等，画面上消费者着
急不安，恨不能钻进手机去与有关部门评个是非。把
同一个事物的表达尝试用另一种更抽象的语言或夸张
或谐趣的语言去表达，这就有了幽默的意味，读者看后
迅速理解且细细品味，这样的《话中有画》常常是茶余
饭后的话题，同时让人联想到更多的东西。

其实用幽默感来表达一种状态是一个人心理优越
感的体现，它突出反映幽默主体的自信、豁达。

社会需要和谐，和谐需要幽默。许多读者在阅读
《话中有画》中不经意下也潜移默化地运用起了这些作
品里的幽默成分、元素。

功效三：启示性
读一篇图文并茂的时评会令人心情振奋、精神愉悦，

而其中一幅幅形象幽默生动、情节恢谐的幽默漫画作品
的配发又可以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宏篇大论的文稿。

配有漫画插图的时评栏目《话中有画》好比一台
“显示器”，它能显示出时评文章的主题思想和编辑旨
意，让读者从简单的插图造型中发现事件的重要性、严
肃性。这种“意味深长”的插图，其实就是一个人体悟
人生哲理的过程，这样的时评带来的往往是笑过之后
的思考和启示。

我们知道任何一篇时评文章、新闻报道、文学作品都
有作者主观意志的反映的成分，而一幅漫画插图作品自
然也有漫画作者提炼了主题思想后的主观思想所在。我
在绘制《话中有画》组稿中不乏这样的体验：既要有较强
的哲理性、也要有耐人寻味的教育性、或要有恢谐幽默的
娱乐性。如漫画《别让基因检测沦为“算命神器”》（2016
年8月25日），表现社会上的基因测序在商业化推广中，
让科技染上了几分“算命”的味道，而我创作上则运用了
漫画拟人手法，把基因测序画成一人的模样，后面一男一
女被牵着走，唯命是从，时评的主题思想立即显而易见，
读者快捷式地接受了时评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性。

漫画插图虽是小画种，看似一幅小作品、小尺寸、
小情节、小人物、小幽默，而其中的漫画插图与时事评
论却担当起一个教育家、一个哲学家的使命。

创办近三十年的《话中有画》栏目始终立足于寓教
于乐，其核心是“图文并茂”，故而时评加漫画的组合多
为幽默形式在外，教育、启迪作用于内。

综上所述，单从漫画而言，漫画从单一的政治讽刺
画已发展成幽默漫画、四格漫画、新闻漫画、漫画插图
等等，发展到多元化漫画形式，在其进程中既丰富了漫
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又在新闻报纸上发挥
出她的多种功效：新闻价值、解读新闻、丰富版面、深化
主题、艺术表现，尽管今天的网络高速度地普及和发
展，这并不影响她正在我们新闻媒体（报、刊）上继续发
挥出她的这些功效和作用。

我们的《话中有话》漫画插图在新闻媒体的进程
中，不仅在昨天给我们读者带来了欣赏、体验、思考、启
示，今天、明天也将继续发挥出她魅力四射的光芒，因
为在今天的现实环境里，仍有值得我们去评说的林林
总总的现象，更需要用新闻美术里图文并茂的漫画插
图艺术形式，来丰满我们的新闻报道，让受众在图文并
茂的阅读中，接受新闻时评，理解新闻事件。

漫画插图的新闻美术形式必将与我们新闻报纸紧
密结合，继续担当起另一个“新闻眼”这一神圣的使命，
而作为今天的媒体人的我们，也将在新的时代里更应
继续责无旁贷地守护着这块“圣地”——新闻报纸的另
一个“新闻眼”。手机可以使你成超人，也会

让你变懒人。

●哲理漫画

熬夜得之，健康失之。

吐不出来的委屈——真委屈。胸围易测，胸怀难量。

求职遭遇性别歧视怎么维权？被
怀疑要求搜身该如何解决？这些生活
中常遇到的热点问题在鼓楼区推出的
法治漫画中都可以找到答案。有趣的
漫画形象、精简的人物对白……一幅
幅简单的四格漫画就能讲清楚一个个
复杂的法律条文。鼓楼区的都市法治
漫画工作室，用四格漫画的形式向市
民进行法治宣传。

这一法治漫画栏目叫做《圆嫂学
法记》，创作了“圆嫂”这一中年都市女
性的卡通形象。“无规矩不成方圆”，这
句俗语是“圆嫂”名字的来历。漫画通
过“圆嫂”的日常生活“以案释法”，生
动形象地向市民进行普法宣传。工作
室还创作了圆嫂形象的卡通LOGO，
已经申请了著作权保护。

《圆嫂学法记》每期漫画页眉都标
明宣传主题，如法润江苏、美好生活、
德法相伴、情系民工等等，用有趣的画
面与简单的文字反映与市民工作生活
密切相关的家事、民事等内容，并在漫
画下部空间引用相关法律条文。从遛

狗伤人纠纷，到能不能阻碍高铁火车
运行，这些结合当下热点新闻事件和
居民生活中频繁遭遇事件而进行的普
法宣传，十分接地气。

据悉，画家禹天成毕业于南京艺
术学院，是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常务
理事、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江苏省
新闻漫画艺委会副主任，自上世纪80
年代起就发表了大量新闻美术作品，
他创作的漫画简洁有趣，让人过目难
忘。文字作者马红君是兆邦律师事务
所主任、民商法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劳动争
议等领域的法律工作，漫画的文字素
材皆来源于其平时工作中遇到的真实
案例，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鼓楼区司法局和法治协会
已在街道、社区的68个电梯广告位张
贴这些漫画，覆盖了区内30多个居民
小区。据悉，工作室目前正在创作的

“以案释法”漫画内容，将在全区120
个社区、70所学校“法治宣传栏”内张
贴宣传。

赞贤内助
杜红军

修得今生伴侣忱

何须盟誓“白头吟”

前车倾覆时时鉴

警语叮咛夜夜心

素食偏怜花下藕

坤包不纳俸余金

小康岁月知珍惜

弦柱和谐一曲琴

题包公祠
杜红军

忠臣欲救官场弊

无奈官风日渐邪

天下谎言遮黑手

阁中大佬卖乌纱

钱权交易君王府

罪祸牵连黎庶家

不信清官能治国

但期法治振中华

在欣赏漫画中学法
杜红军

新闻报纸的另一个“新闻眼”：

图文并茂的《话中有画》
禹天成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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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钩 徐鹏飞 有备无患 刘曼华

无题 吴结

四菜一汤，放心使用吧！ 郁欣欣

瓜分 王成喜

催眠亦难眠 周志千

我的眼里只有“小白鼠” 顾培利

回避 禹天成

官员的“考试” 马镇衍

1、小 李 因 急 事
要乘高铁赶往外地，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
上高速，司机表示，
无法在火车发车前
赶到火车站；

2、小 李 心 急 如
焚，于是他打电话找
到铁路公安处的圆
嫂：“麻烦你们通知
下火车，稍微等我一
下，我 20 分钟就到
……”

3、听 到 这 么 无
理的要求，圆嫂好脾
气地解释：“火车是
公共交通工具，为了
乘客的公共利益，所
以你的要求，我们没
有 办 法 提 供 帮 助
……”

4、小 李 一 听 就
更急了，“我赶不上
车，经济损失你来赔
吗？我要拦火车。”
圆嫂告诉小李，如果
真有违反铁路安全
利益的行为，小李将
会被拘留和罚款。

《圆嫂学法记》 火车等我 马红君/文 天成/图

郑辛遥

马上办 姚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