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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辈一脉相承的漫画精神

在张国晓众多的社会职务中，其中
一项是“河南省漫画家协会主席”。

2010年6月，华老去世后，张国晓与
省里的一些漫画作者为华老开了追思
会，华老无私培养漫画人才的高风亮节，
匡扶正义、讽刺丑陋的漫画精神深深地
影响了几代人，也影响了他所关注的河
南漫画界。

“现在的批评少了，娱乐多了，但我
们还是需要批评精神的，现在应该是回
归的时候了。今年依托《动漫报》，每期
都要上时事漫画，并且将更多作者的这
类漫画推介给全国报纸。”

在他话语的背后，能够看出他作为
一个漫画艺术家、一个企业管理者对社
会责任的可贵担当，还有与前辈一脉相
承的漫画精神。

张国晓：破晓的先行者

与张国晓的见面
约定在14日下午4时，
地点在高新区翠竹街6
号。主楼上装饰着各
种动漫形象的造型，渲
染着这座庞大的灰色
建筑。

工作人员说“董事
长还在开会”，于是先
来到小樱桃展厅，高低

特色不同的小樱桃饮料参差排列，墙上小樱桃衍
生品更是琳琅满目，小闹钟、抱枕、书包、雨伞，各
种儿童用品几乎应有尽有。

看到可爱的“小樱桃”卡通形象，就会想到
郑州的一对“动漫夫妇”张国晓和杨尚君，10多
年来，“小樱桃”在他们手中诞生，在他们手中茁
壮成长，发展成如今如火如荼的势头。

从展厅到张国晓的办公室仅几步远。
张国晓的书案上没有摆卡通杂志书，而是各

种古籍、历史名人的著书。
随着“小樱桃”事业风生水起，大众对张国

晓却是知之甚少。他随和，爽朗，却不愿谈个人，但随
着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不由得陷入回忆，陷入思考。

记者 尚新娇

受华君武影响的年轻漫画家

与张国晓的对话，使记者了解到他从前的
故事。

“什么时候与漫画结缘的？为什么会对漫
画感兴趣？”

“我上初中时严重偏科。数学、英语成绩是
倒数，相反，语文、历史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种
现状很不利于考学，于是，就选择了美术专业。

也许是潜在的艺术细胞发挥了作用，自从与美
术发生了关系，就一发不可收，到了痴迷的程度。”

“对漫画发生了兴趣，已经不仅仅以考学为
目的了？”

“当时不仅画画，还投稿，第一幅漫画发表在
老家报纸上，第二幅漫画被《辽宁青年》刊登。”

“《辽宁青年》在当时很火的，属于全国知名期
刊。一个中学生能在上面发表漫画很不容易。”

“是的。这本杂志的最后一页专门登漫画，
每期都有，刊登的都是全国漫画大家，像华君武
老先生的作品经常能看到。”

“在一流杂志上发表漫画给了你更多信心？”
“给了我很大鼓舞。高二的时候，开始在

《舞钢晚报》整版发表漫画。发表作品给了我很
大的愉悦感，也因之受到激励，从此，便关注漫
画这个行当，给更多杂志与报纸投稿，像《演讲
与口才》《杂文选刊》都是我的阵地。”

促使张国晓走上漫画道路的还有一个原
因，那就是与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忘年交。

“当时，我给华老写信请教，他很快回复
了。从高一开始写信给他，一直通到我大学毕
业，他每信必复。”

华老在漫画界德高望重，能够和一个初涉
漫画的年轻人长期通信，奖掖后学，令张国晓非
常感动，这些信件至今还被珍贵地保留着。

“后来我了解到，他不仅对我一个人，对好
多漫画作者都是这样。他的创作和精神影响到
好多漫画作者。”

大学期间，张国晓组织了郑州轻工学院唯
一的漫画协会，华老还为他们的协会亲笔题名。
毕业后他到河南日报漫画月刊做编辑，创作发表
了大量时政漫画。

1999 年前后，讽刺性漫画在报纸上失去
了阵地。取而代之的是，故事漫画热了起来。

此时，张国晓敏锐地觉察到，应该调整方
向了。

2000 年，张国晓与杨尚君辞去公
职，开始把漫画当成自己的事业经营，

“小樱桃”开始起步。
2002年，小樱桃的春天来了。他们

结合形势，利用漫画来表现公民道德规
范，创作出一批道德规范进万家的漫
画，在全省报纸集中连载，连载时间持
续了一个多月，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到
处能看到小樱桃的形象。小樱桃走进
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明星人物”。

“目前已创作出3万多个小樱桃故
事，围绕一个漫画人物来创作故事，这
在全国是没有的。”小樱桃“创下了全国
之最”，张国晓说，我们还把漫画中的好
作品以动漫形式表现出来，目前出口到
了47个国家。

“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有没有犹
豫和迷茫？”

“没有，很坚定，基本没有犹豫。因

为看到了漫画发展的巨大空间，才下决
心投入这个事业。”

“那年，你多大？”
“我算一下，24岁吧。”
“创业压力大吗？”
“这10年压力比较大。”
“你和杨尚君之间是如何分工的？”
“我们一直有明确分工。她负责杂

志内容创作，我倾向市场开拓。”
2008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小樱

桃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建设国家动漫
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的请示，获得
肯定批复，项目位于郑州高新区，由河
南小樱桃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
和运营。

“这个基地落户，带来了一个新的
机遇，将会使郑州文化企业形成合力。
郑州动漫产业和小樱桃的发展由此进
入快车道。”

现在，国家动漫基地（河南基地）已
形成由一报三刊组成的动漫媒体集群，
即《动漫报》《小樱桃》《好少年》《漫画月
刊》。《动漫报》作为全球中文动漫第一
报，填补了我国没有专业动漫报纸的空
白。《好少年》是用中国动漫形式办的河
南省少先队队刊，在全国是独此一家，
一报一刊填补了全国两个空白。《小樱
桃》的发行量也在不断攀升。

“动漫也是眼球经济，国外的动
漫都很看重传媒，下一步着手办子
报、手机报，建立动漫频道，做到全媒
体覆盖，着力打造强有力的传播平
台。”张国晓运筹帷幄。

目前，基地已入驻动漫企业70家，
占全省的80%，动画片年产能达1万分
钟，居中部第一。去年，在第六届中国

创意产业年度大奖评选活动中被授予
“中国十佳创意产业园区”荣誉称号。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中，郑州
市定位为核心，这为基地下步建设注入
了动力。当前，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跑
点，”张国晓分析说，“动漫既是传承又是
创新。今后我们会继续深度挖掘郑州和
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使之转化为产品，发
挥独特支撑作用。”

张总透露，今年的一号选题是《天
地之中》，要将其文化内涵、旅游资
源、郑州城市精神融入其中重点打
造，成为精品力作。“这是一个系统工
程，工作量比较大，同时推出的还有
《愚公移山》《红旗渠》《河南“三平”精
神》《小樱桃 4》《小樱桃 5》，将我省我
市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小樱桃”为中原带来一抹亮色

传承创新，再次腾飞

“当时，我给华老写信请教，他很快回
复了。从高一开始写信给他，一直通到我
大学毕业，他每信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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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批评少了，娱乐多了，但
我们还是需要批评精神的，现在应该
是回归的时候了。”

“这个基地落户，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将会使郑州文化企业形成
合力。郑州动漫产业和小樱桃的发展由此进入快车道。”

毕业于郑州轻工业学院装潢艺术设
计专业，从事动漫产业工作10余年，成
功打造了一个以民族动漫明星“小樱桃”
品牌为核心的集漫画创作发行、动画制
作、动漫衍生产品开发、国家动漫产业基
地（河南基地）建设和运营为一体的动漫
产业链条。现任河南小樱桃动漫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
（河南基地）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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