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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和：柔情辣笔绘世相
叶向群

从微信朋友圈中得悉王祖和在宁波办画展，忙打电话过去道喜。电话那头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声音：几十年不见，从哪里找到我手机号码的？
我和祖和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宁波日报》当副刊编辑，他经常投来漫画稿。彼时中国走进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

拨乱反正带来了文艺创作的空前繁荣，社会变革、观念碰撞，为漫画这一“带刺的艺术”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王祖和在镇海一家纺织企业从事
宣传工作，画漫画是他的业余爱好。在此后屈指可数的几次碰面中，王先生总是一派谦谦君子风范，话语不多，笑意盈盈，冷不丁冒出几句，却又
风趣幽默，语带机锋。

生活中总有这样一类熟人：平日不联系、不见面，但你会一直默默关注他，就像注视远处的一棵树，看它静静地绽苞吐蕊，看它长成枝繁叶茂。
王祖和特意从镇海赶来，我们在月湖美术馆重逢。暌违二三十年，还是熟悉的夹克衫，还是清癯的面孔、含笑的眼睛，还是江南式的斯文——

除了一头华发。毕竟，他已75岁了。

不少读者给报纸投稿，会自觉
“吃透精神”，主题先行。王祖和投
来的漫画稿，则散发着浓浓市井
气。记得他早年有幅漫画，叫 《吃
不 消 的 邻 里 “ 热 情 ”》： 炎 炎 夏
日，一对夫妻站在自家阳台上，遭
遇空调室外机左右夹攻，汗流浃背。
还有一幅，母亲领着幼女招摇过街，
母女俩一样的“爆花头”，一样的项
链、脚链、手链、耳环“全副武装”，标
题借用了当时流行的一款营养品，
叫 《“黄金”搭档》。

王祖和的漫画包罗社会万象，
揭示人间百态，教育、环保、食品
安全、反腐倡廉、公民道德⋯⋯皆
为画中之义。

王祖和画过数幅维护消费者权
益的漫画，同一题材，构思、表现
手法却各有巧妙。1999 年创作的
《“上帝”只能当一天》 为二格
画：某“主办方”高高扯起“3·15
消费者权益日”横幅，把消费者请上
宝座，戴上皇冠；活动一结束，“主办
方”赶紧收拾道具，丢给消费者一句

“明年 3·15 再让你当‘上帝’”。2005
年创作的《特别关照》，一名领导模
样的男子，在对一群年轻员工训话：

“3·15 快到了，当心被媒体曝光。”
2007 年创作的《打假二部曲》，矛头
直指执法部门。画面上新闻记者扛
着摄像机冲锋在前，行政执法人员
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两者的职能

似乎颠倒了。同年的另一幅漫画，
画面上只有一本台历，台历翻在 3
月 15 日这一天，王祖和用红笔将

“3·15”中的“1”改成“6”，漫
画 取 名 《希 望》， 道 出 了 老 百 姓

“天天都是 3·15”的心声。
有人称王祖和的漫画为新闻漫

画。确实，他留意身边小事，关心
时事政治，笔墨跟随时代，一直是
社会的观望者、批评者。

2018 年 开 始 推 行 垃 圾 分 类 ，
居民小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
回收物、其他垃圾等不同颜色的垃
圾桶一应俱全。居民们慢慢做到了

“物归其类”，而个别不负责任的职
能部门，则粗暴地把不同垃圾一股
脑儿扔进“垃圾混装车”——漫画
取了个点睛的标题：《殊途同归》。
现实生活中自然没有“垃圾混装
车”，但“混装”偷懒却是实情。

王祖和早年画过一幅 《箱包
派上新用场》：商场一角的行李箱
专柜，招牌上的“箱包”被改成

“ 书 包 ”。 后 来 王 祖 和 当 上 爷 爷 ，
成了接送孙子上学的“临时工”。
他曾认真称过孙子的书包，有 10
多斤重。“上学路上，我还可以帮
孙子背，一到学校门口，孩子生
怕被老师批评，立即抢过书包跑
向教室。”王祖和心疼地说，“教
育部门一直在呼吁减负，但书包
的分量似乎一点没有减下去。”

留意生活 有感而“画”

讽刺与幽默唇齿相依，相辅相
成。“没有幽默，漫画就成了宣传
画。”王祖和笔下不光有辛辣，还
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它们寓深
意于风趣，藏锋芒于轻松。

智能手机，眼下已然成为人类
的第三只手，王祖和对此带来的负
面效应忧心忡忡。“一些朋友经常
向我抱怨，逢年过节，儿女难得与
父母团聚，本该像歌里唱的那样：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
情向爸爸谈谈。现在可好，低头看
手机，餐桌零交流。”王祖和画了
多幅漫画，“声讨”手机对亲情的

“掠夺”。去年画的一幅特逗：为了
迎接儿女们到来，忙碌的父母摆开
圆台面，父亲特意用盆子端上一块
警示牌，上书“吃饭禁看手机”。
漫画名为 《为儿女准备的头道菜》。

细细品味，可怜天下父母心。
王祖和自己烟酒不沾，但按他

宽厚的本性，对“老烟枪”不无同
情。2007 年他画过一幅 《吸烟专
座》，一对老夫妻隔着茶几乐陶陶
地坐在沙发上，妻子织毛衣，老汉
叼着香烟翻看报纸，袅袅青烟全被

吸进了老汉沙发上方的脱排油烟机
中。客厅安装脱排油烟机显然有悖
生活常情，但好的漫画往往荒诞中
见情理。《吸烟专座》 有对“瘾君
子”的善意调侃，也洋溢着夫妻间
的一份宽容。

令许多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
还有那幅《单位里多了一本美丽的传
说》。在《聊斋志异》《白蛇传》《天
仙配》等厚厚一叠书籍上面，是一份

“带薪年假”的文件。“带薪年假”成
了新的“传说”，揶揄之余令人莞尔。

优秀的漫画作品还能挠到情感
的“痒”点。王祖和有一幅 《善良
的谎言》，画面上一位老先生穿着
病号服，半躺在医院病床上打点
滴，老伴在床边持碗喂饭。其间儿
女打来了电话，只见老先生拿起手
机说：请放心，爸妈身体好得很！

这样的温情，是“含泪的微
笑 ”。 创 作 于 2012 年 的《岁 月 留
痕》，画面并列着三只被咬掉一半的
月饼，左右两只月饼上留有两颗门
牙的印痕，月饼下面分别标着：童
年、中年、老年。终点又回到起点，人
生啊人生，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玫瑰“带刺” 芬芳自吐

2001 年 7 月 13 日 ， 北 京 申
奥成功。得知喜讯，王祖和满怀
激情创作了 《今夏，人人热爱太
极拳》。朝阳之下，绿茵地上，
一群打太极拳的“抽象人”蓄势
而动，洋溢着兴奋与激情。作品
获第十二届中国新闻漫画作品复
评暨 2001 年全国新闻漫画年赛
金奖，《中国漫画史》 给予的评
语是：该作品以北京申奥标志做
文章，展示了中国人对全民健身
和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热情，画面
创意独特，行云流水，既和谐生
动，又动感十足。

王祖和说，好的漫画，不是
依附于文字的插图，不是写实素
描，不是观念的图解。他特别推
崇华君武先生画过的一幅四格漫
画，名字叫 《决心》：一个人决
心戒烟，他把烟斗从楼上扔到了
楼下，但立即他又后悔了，于是
迅速向楼下奔去，在楼下他又接
到了烟斗。

“在生活中，这显然是不可
能发生的。艺术之所以需要夸
张，是因为荒诞有时候更接近事
物的本质和真相。《决心》 想象
奇诡，它在哲学层面的寓意是：
行动比思想更重要。”

王祖和近年来的漫画创作更
多地思考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以
及人性、和平等更为永恒和关乎
人类未来命运的主题，表现手法
也愈显多面、含蓄、老辣。

二格漫画 《名副其实的体育
运动》，左边一幅有人在空旷的
高 尔 夫 球 场 挥 杆 ； 右 边 一 幅 ，
在 居 民 小 区 重 楼 叠 宇 的 罅 隙 ，
一群人正在打太极拳。画面上
方分别用谐音标注了文字：“高
尔 ‘ 富 ’ 球 ”“ 太 ‘ 挤 ’ 拳 ”。
漫画揭示的是贫富分化导致的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够辛、够
辣！

2015 年，王祖和为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创作了漫画 《欢庆
胜利 毋忘警惕》。一只和平鸽
衔着橄榄枝翱翔蓝天，鸽子下面

是无数双欢庆的手掌。林立的手
掌中，出现了一把弹弓，罪恶的
子弹已经“上膛”⋯⋯

《蛙声十里出山泉》，本是齐
白石晚年一幅名画，王祖和以这
幅水墨画为蓝本，把原画中的蝌
蚪改变成 “SOS” 图 形 ， 并 添
加了香烟壳、香蕉皮、矿泉水
瓶等游客随手抛扔的垃圾，原
作清泉奔腾、蛙声连片的诗意
景象，与眼下的垃圾漂流构成
强 烈 反 差 ， 作 品 犹 如 警 世 喻
言。

《荷殇图》《整“盖”措施》
《新飞天图》《都是埋头干活人》
等作品，或对人物进行符号化变
形，或借鉴国画技法，或采用电
脑绘制，较之传统漫画的黑线勾
画，画面现代感十足，俨然大家
笔墨。王祖和博采众长，作品构
思独辟蹊径，人物造型千变万
化，面部表情夸张到位，运动姿
态生动有趣，并十分留意细节刻
画，浙江省漫画家协会副主席俞
柏鸿称赞他的漫画具有独特的

“祖和风格”。

兼容并蓄
日臻化境

“我从小喜欢画画。从小学
到中学，美术成绩在年级中最
好。兴趣和爱好是我学画的老
师。”

在新近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 《王祖和漫画集》 后记
中，王祖和回忆起与漫画的结
缘，“记得在 1980 年夏天，我看
到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里
仍张贴着‘欢度春节’大字和
陈 列 的 冬 令 商 品 ， 有 感 而 发 ，
画 了 一 幅 题 为 《常 “ 春 ” 商
店》 的 讽 刺 漫 画 ， 寄 给 浙 江

《经 济 生 活 报》， 不 久 就 发 表
了。从此，我把对美术的爱好转
移到漫画上。”

在此后 40 年的岁月里，漫
画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伴侣，光是
发表在 《人民日报》 漫画增刊

《讽刺与幽默》 和 《北京晚报》
《新民晚报》《工人日报》 等全国
各地报纸和刊物上的，就有近
4000 幅。1996 年至 2004 年，应

《宁波晚报》 邀约，他连续 8 年
创作了 《毛毛的故事》 四格系列
漫画近 400 幅。

早在 10 年前，王祖和就有
意把作品结集出版，可 10 多万
元的出版费把他吓退了。

王祖和和妻子都在企业退
休，每月退休工资加起来也就
8000 来元。“画漫画是最不挣钱
的营生。国画、油画可以卖钱、

送人，漫画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纸
媒上发表。早年一幅漫画稿费才
五六元，现在也就一百来元。”

王祖和是个遗腹子，“我生
下来就没见过父亲。母亲含辛茹
苦把我拉扯大，她给我的最大印
象就是节俭。”王祖和说，由于
家境贫寒，他上学不得不向校长
申请学费减免。“好在漫画是一
种最廉价的艺术，一支笔、一张
纸就能解决问题。”

也许正是贫寒的出身，赋予
了王祖和同情弱者、刚正不阿的
秉性。他一直以老百姓的视角，
看纷扰世事，观人间百态。他性
情温和，内心其实是长着“刺
儿”的。这个社会需要妙笔，也
需要王祖和这样激浊扬清的辣
笔。

2019 年岁末，中国新闻漫
画研究会、浙江省漫画家协会、
宁波市文联、宁波市美术家协会
联合主办了 《王祖和漫画展》，
王祖和由此成为宁波首位举办个
人画展的漫画家。展出的 102 幅
漫画是他 40 年“胡思乱想”的
结晶。

据了解，月湖美术馆的 《王
祖和漫画展》 将延续至 1 月 31 日
结束。经过一个月的“高光时
刻”，王祖和将在公众视野中消
失，重回斗室，潜心于钟爱一生
的漫画创作。

一册画集 十年“孕育”

王祖和，男，1944年10月生，浙江宁波镇
海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84年《婆婆补，我也补》《骨肉情》入选
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1989年 《你只有三窟，我占了四套》入选
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2002年 《今夏，人人热爱太极拳》 获第十
二届中国新闻漫画作品复评暨2001年全国新闻
漫画年赛金奖。

2003年《“黄金”搭档》入选首届中国·嘉兴国
际漫画展。

2004年 《谁是警察》 入选“子恺杯”第五
届中国漫画大展。

2004 年 《——吆喝什么，这里理发不用
刀》《谁是警察》入选第二届中国·嘉兴国际漫
画展。

2005年 《天赐商机》 获第三届中国·嘉兴
国际漫画展优秀奖（最高奖）。

2006年 《天赐商机》 入选“子恺杯”第六
届中国漫画大展。

2007年 《商机》 获中国·桐乡廉政漫画大
赛最佳创意奖。

2008年 《希望》 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漫画
作品复评暨2007年全国新闻漫画作品年赛铜奖。

2008年 《忍无可忍》 获第四届中国·嘉兴
国际漫画展优秀奖（最高奖）。

2010 年 《“一线”海景房》 入选第八届
“子恺杯”中国漫画大展。

2010 年 《城市绿“废”》 入选第五届中
国·嘉兴国际漫画展。

2013年《一副没有打完的牌》获第三届中
国·桐乡廉政漫画大赛优秀奖（最高奖）。

2018 年 《整“盖”措施》 入选“子恺杯”
第十二届中国漫画大展。

多件作品被丰子恺艺术馆、蒲华美术馆、张
乐平纪念馆等收藏。

作品或词条入编 《中国当代美术家名录》
《中国当代漫画家辞典》《中国漫画史》《中国新
闻漫画》《浙江省50年美术作品选》。

艺术简历

王祖和漫像
（蒋文兵 绘）

王祖和漫画作品集

漫
画
家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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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忍无可忍》（2006年）

《新飞天图》（2001年）

《今夏，人人热爱太极拳》（2001年） 《——你只有三窟，我占了四套》（1989年）

《为啥先在脸上画痘痘》（2007年） 《梁山伯：如今流行“老书童”》（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