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傍晚时分，大强带心明来到
了水坑边。老师和同学们的支
持，让大强感到了莫大的责任。
他生怕对不起大家，背着草篮子
悄悄拐来看视。

心明蹲在水边，轻轻地一撩
水，马上就有小鱼游过来拱她的
手，心明禁不住痒痒，嘻嘻嘻地笑
了起来。

暮色中有几个大孩子跑过
来。大强很警惕，怕是捉鱼的，立
即站直了身子。到了跟前才发现
是六年级的苗青青和詹放等几个
学生。

苗青青问：“大强，还剩几个
水坑？”

“我们也要保护！”詹放等也
跟着说。

“你们不是毕业班吗？”大强
知道，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吴作英
并不同意他们加入。

苗青青说：“毕业班咋了？这
是我们自发的行动！谁也不能限
制我们！”

心明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她正给小鱼说话：“小鱼，你们不
要难过，不要掉眼泪，你们要坚
强。一年级学生范心明在帮助你

们，五年级学生范大强，就是我哥
哥，也在帮助你们，我们全校六个
班，一百六十八个学生都在帮助
你们。对，还有我们的范校长，我
们最美丽、最善良、声音最好听、
味道最好闻的高老师也在帮助你
们。你们一定要好好活着，等着
你们的妈妈回来接你们！”

又有鱼儿拱了她的手。
心明接着说：“你们是在谢我

吗？不用谢！我给你们唱支歌好
吗？高老师说，我有唱歌的天
赋。知道啥叫天赋吗？”

5
大强再次领着心明来到水边

的时候，就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他掂了一桶水。心明背两个大饮
料瓶子。暮春的阳光暖暖地照
着。还没走到，心明就说话了：

“哥，河里的水又少了！”
大强看看河滩，看看河滩里

的水坑，真的，那些水坑像是瘦了
许多。跟在旁边的刘健飞禁不住
接话：“心明，你咋知道这里的水
又少了？”

“当然知道了！”心明歪着头，
“以前这里的水味儿重，现在这里
的泥味儿重，可不就是水少了！

要不，泥味儿咋重了呢？哥，你让
我摸摸！”

大强把妹妹送到水边。
心明的小手一放进水里，就

有小鱼游过来拱她的指头，心明
又喊：“哥，这里的小鱼都瘦了！”

范梅笑了，说：“心明啊，你咋
知道小鱼瘦了呀？”

“我当然知道了！”心明歪过
头看着范梅的方向，“前几天的小
鱼可调皮了，它们把我的手拱得
直痒痒，今天它们乖多了，你看
看，你们看看，小鱼真瘦了！”她把
手伸进去。小鱼们似乎知道心明
的心，它们齐聚过来，做游戏似的
轮流从她的指间过，把心明痒得
笑个不停。“哥，哥！你看看，你看
看它们多乖！”

又有同学蹲下来想亲近小
鱼，可当他们一到水边，小鱼便争
先逃走，即使他们蹲在心明旁边，
小鱼也逃向别处不愿近前。奇怪
的是，当他们一离开水边，小鱼们
便立即聚拢，逞能似的从心明的
指缝里、手掌上悠闲穿过。

同学们站下来，齐看着那些
小鱼和心明嬉戏。他们真的奇怪，
为什么那些小鱼只信任心明一人？

更多的同学端水过来，猛地
倾倒进水中。平静的水坑被打
浑，搅起一股一股的泥汤。

“慢，慢倒！”大强喊着。
同学们把桶、盆等放在坑边，

一个个站着擦汗。
“难道不倒了吗？”刘健飞喊着。
大强在坑旁边找到一个较高

的凹地，把盖着水桶的桐树叶子

捞出来铺在地上。然后用小铲挖
了一个弯曲的小沟，这才小心地
把水倒在桐树叶上。水顺着弯曲
的水沟在流了一段距离后，才潺
潺地淌进水坑。

高老师也提了一桶水气喘吁
吁地走过来，看见大强的举动，大
声问：“范大强，为啥要这样做？”

大强说：“坑里的水热，我们
提来的水凉，如果我们一下子倒
进去，鱼肯定感觉不舒服，就会影
响鱼的健康。”

高老师点头：“啊？转几个弯
就不凉了？”

大强说：“地温会改变水温。
再说，这样倒水，冲力小，坑里的
水就不会太浑！”

“嗯，会动脑筋！”高老师真诚
地表扬着。

6
心明又要给奶奶洗脚。奶奶

不想让她洗，六岁个孩子，正是在
大人怀里撒娇的时候啊！尤其是
奶奶清楚了心明的内心，就更不
忍让她洗。大强不依。大强说这
是老师要求的，孩子要孝敬老人。

大强要当司鼓，在旁边敲着
碗底给她伴奏。他敲得急，她洗

得快，他敲得缓，她洗得慢，把奶
奶乐得合不拢嘴。

心 明 抠 着 奶 奶 的 脚 趾 缝
儿，说：“奶奶，像不像小鱼儿
拱的？”

奶 奶 哈 哈 地 笑 起 来 ， 说 ：
“小鱼拱哪有我孙女的手舒服
啊！孩子啊，奶奶不是不让你
洗，是奶奶舍不得用你呀乖乖！
奶奶啥都没有，奶奶就只有你和
你哥这两个小心尖尖儿啊！”奶
奶爱怜地摸着孙女的头发。

“奶奶，我们是你的心尖尖
儿 ， 你 也 是 我 们 的 心 尖 尖 儿
呀！以后等你老了，我天天给
你洗脚，给你讲故事，给你唱
好 听 的 歌 ！” 心 明 扭 过 头 来 ，
说：“哥，你给我伴奏，我给奶
奶唱个歌吧！”

“好啊，唱吧！”大强拿起筷
子，繁密地在碗底上敲了几下。
可以看出，大强明显地有了进
步，不但有力了，而且敲击得准
确起来。

心明抬起头，面现得意之
色：“唱奶奶教给我的。”

“哪个不是奶奶教的？你快
唱吧！”大强敲慢了，变成一个

叫唱的节奏。
心明边洗边唱：
月亮走，我也走，
我给月亮手扯手。
我问月亮到哪去，
月亮光笑不开口。
心明没见过月亮，可她对

歌曲的感受很准确，回环往复，
一咏三叹。既有孩子的天真，也
有淡淡的无奈和浅浅的忧伤。

“奶奶，我唱得对吗？”
奶奶和大强都沉浸在歌曲

的情绪里了。奶奶不禁感慨：
“这小人儿唱得真好！我听过多
少人唱过多少回，哪个也没有心
明唱得好听！”

“嘻嘻，”心明得意地笑了，
“奶奶，你给月亮扯过手吗？月亮
是咋样笑的呀？她究竟会不会开
口啊？你给我说说吧奶奶？”

奶奶叹了口气：“奶奶也就
是说说，奶奶哪看见过月亮呢！
白来这世上一回！”

心明怕奶奶伤心，连忙改
口：“奶奶，我再唱一个吧，还
是你教的！”

奶奶点头：“好乖
乖，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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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晴方觉夏深

马克思炒股
♣ 伦立飞

伟人轶事

♣ 张向前

1864 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全身心地创作
《资本论》，因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拮据，多亏了
亲密战友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的资助，才能勉强度
日，继续工作。由于每天工作量巨大，吃住又太
简陋，他的身体状况日益糟糕。有一天，他不得
不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从事无
节制的脑力劳动了，找个方式，好好休息，缓解紧
张，否则后果将不可预料。”

马克思无奈地放下工作，好好调养身体。但
无所事事的日子，他实在难以忍受，更加抑郁烦闷。

这年的 5 月 9 日，马克思的老朋友威廉·沃
尔弗去世，留下遗嘱：将自己一生辛勤积攒的
600 英镑送给马克思。悲伤的马克思接受了遗
产，决定不辜负老友信任，干出一番事业！

这笔钱是存进银行，还是投资生钱？马克思
对经济学造诣颇深，仔细研究了当时英国刚颁布
的《股份公司法》，敏锐地意识到英国的股份公司
一定会飞速发展，股票市场也会相继繁荣。他决
定亲自上阵搏一把，一为松弛紧张的情绪，二也体
验一下投资股民的生活，赚取更多的生活费。

马克思立即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帮忙：“假
如你能在 10天内办妥遗产交接手续的话，我就
可以投资股票交易市场——现在伦敦已到了可
以凭机智和少量资金赚钱的时候了。”

恩格斯接到信以后，用6天就为马克思办好了
沃尔弗的遗产交接手续，很快将600英镑汇给了他。

马克思专心研究股市行情，每天都买份《金
融时报》，留心关注股票每日的指数变化。终于，
他看准时机，果断地把 600英镑分 4次购买了不
同类别的股票证券。在股票价格上涨一段时间
后，他毫不犹豫地逐一清仓，不到一个月时间，就
以 600英镑的本金，净赚 400英镑的纯利润。这
在当时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让马克思兴奋不已。

赚钱后的马克思颇为得意，他写信给恩格
斯报喜说：“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和长时间的脑
力劳动，所以我就做起股票投机生意来了，不过
效果还不错，我用那 600 英镑赚取了 400 多英
镑，这下我暂时不用你和朋友们资助了，这段经
历，也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帮助。”

此后，有朋友劝马克思不妨继续股票投资，
马克思说：“老朋友威廉·沃尔弗赠送我的遗产确
实是雪中送炭，我也小试牛刀赚了一把，但我觉
得适可而止就行了。万一太过沉迷，又不巧赔个
血本无归，就对不起老朋友，也对不起我一直在
做的研究工作。我时刻清醒，知道对自己最重要
的是什么。”

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涉猎证券投资生意，也
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炒股经历。

美国纽约女作家海莲女士酷
爱英国文学，一生穷困潦倒，从
事最多的工作是为剧团修改剧
本。因为收入有限，无法大量购
买书籍。一天，她在一本杂志上
发现了一家英国旧书店登的广
告，里面有她踏遍纽约也搜寻不
到的书籍。于是，她设法和书店
老板弗兰克取得了联系。这家书
店叫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地处英
国查令十字街84号。这一天是
1949年10月5日。

就此，他们开始了长达二十
年的书信来往。他们在信中阐述
文学理念，评价文学作品，还交
换各自的生活状况。甚至到了上
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百废待

兴，物资稀缺，自身并不富裕的
海莲还从美国给书店的店员们寄
去火腿鸡蛋和香肠等。而弗兰克
也常常在英国各地奔波，尽力为
她寻觅难得一见的珍本。

不过俩人只是鸿雁传书，一
直未曾谋面。后来，弗兰克去世，
极度悲伤的海莲遂决定将这些
信件结集出版。信中，美国老
小姐与英国拘谨绅士的不同性
情跃然纸上，读来酣畅有趣。它
会让人笑，让人感动，让人安静，
也让人觉得——人与人之间纵隔
千山万水，一样可以相惜、相知。

这是一本被全球爱书人钟
爱的书。甚至每年都有世界各地
的书迷到伦敦查令十字街朝圣。

新书架

《查令十字街84号》

自由自在（摄影） 王 慧

看到即将进入象牙塔的学子们兴致勃勃地谈
理想、说爱好、选志愿、绘人生，不由回想起自己高
考后填报志愿时的那段时光和其后的心路历程。

那一年大旱，农村刚刚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六月份的大豆田本该是绿油油一望无际，但豆天
蛾十分肆虐。豆天蛾幼虫是一种严重危害大豆的
农业害虫，天越旱虫子越饥渴，越饥渴越需要从豆
叶中吸收养分和水分，所以一棵正长高长壮长叶
开花的大豆棵，几只豆天蛾幼虫不停地啮食，很快
就会把全株叶片吃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
参加完高考，我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大人们加入
了治豆天蛾大军了。

那时没有钱买专治豆天蛾的农药。我们就左
手挎个篮子，右手拿把剪刀，见了豆天蛾幼虫，就将
其所附着的叶柄一同剪掉放进篮子。一个来回几
乎能把篮子装满。将虫子倒到路边，拣点干树叶或
柴草，浇上点柴油点燃，那些受灼烧的大小虫子们便
急剧外爬，场面很是“壮烈”，甚至令人毛骨悚然！

经历了十几天的“捉虫”活计后，高考分数线出
来了。当时好像没有明确的一本二本三本之分，
河南的几所资深的大学录取分数相差也不大，上
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呢？暗自思忖：学习防治害
虫的专业，研究防治害虫的技术和方法，让家人及
农民亲人们不再用剪刀剪，或者从根本上解除豆
天蛾之类的害虫危害。于是选了农学院，填报了
植物保护专业，而且很快如愿以偿，满怀激情和希

望，如期走进了大学课堂。
进入专业课学习后，眼前豁然开朗：昆虫世界是

一个庞大而又繁杂的世界，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
的动物群体。“体分头胸腹，四翅并六足，生长多变
态，超过百万数。”第一堂专业课老师就对昆虫做了
这样的总体概述。好庞大的种类、浩瀚的族群！

后来还知道，昆虫世界并非都是害虫。辛勤采
花的蜜蜂、蹁跹起舞的蜻蜓、吐丝结茧供人制造绢
绸的桑蚕，还有装扮美丽夜空的流萤，都是人类的
朋友。法国作家、昆虫学家法布尔的长篇科普文
学作品《昆虫记》是世界名著，中国古代文学大家更
是利用“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儿童急走
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触景生情、抒发志向。
当然，昆虫世界里，更多的是农业害虫、林果害虫、
仓储害虫，也不乏传播人类疾病的卫生害虫！

大学毕业后，未能如愿进入农业一线防治豆天
蛾之类的农业害虫，而是分配到了卫生防疫领域，

专门从事蚊、蝇、蟑螂、蠓、蛉、虻、蚋等传播人畜疾病
的卫生害虫防治与研究。由于大学期间专业课还
算扎实，而且昆虫学研究也能触类旁通，所以很快就
进入了角色并专注其中。当时的省人民医院有一
个养牛场，在那里有彻夜捕捉吸血蚊子的记载；豫
东扶沟的村庄里，留下了诱捕苍蝇的足迹；信阳市
居民小区厨房内，有蹲点进行蟑螂种类生态传病
及综合防治研究的成果；栾川尚未开发的老君山
原始森林中，采集的吸血牛虻竟有好几个是河南
的新发现新记载……无论是卫生害虫生态习性的
观察研究，还是其季节消长规律的统计分析、种类
鉴别与鉴定，成果乍现、风生水起，与同事们一道，
既发现了一些新纪录，也摸索出了不少防治卫生
害虫的实用技术和方法，更为控制传染病、创建卫
生城市等进行大面积综合防治提供了参考借鉴。

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世事变迁、沧海桑田，
如今虽然没能继续从事昆虫研究，但曾经养成的
工作习惯、曾经学到的知识、曾经体验的阅历始终
在充实着我伴随着我滋润着我。工作中追寻目标
不会迷茫，埋头苦干没空寂寞，生活中用到专业知
识时更是手到擒来。如每年用专门的药物在自己
家里和有需求的朋友住宅进行一次滞留喷洒，整
个夏秋季节再无蚊蝇骚扰；针对蟑螂生态习性进
行微小环境治理，使得在蟑螂侵害率愈来愈高的
社区里远离蟑螂危害。至于治理其他的蠓类、蛉
类等吸血害虫当然也不在话下。

履痕处处

♣ 王守振

我的高考志愿

人与自然文化漫笔

下了一场透雨，天气突然放晴了。
流响出疏桐，非是籍夏风。许多知了隐藏

在树枝间，鼓腹震颤不已，一声声鸣叫连成一
片自然天籁，叩在人们头上，交织缠绕出一个
炎热的夏天。

时有微凉不是风。连续多天 37摄氏度的高
温，不开空调注定是待不住的。天地如锅，天为
盖地为底，虫鱼鸟兽、山川风物皆一并纳入，笼
于形内，如蒸如煮，如煎如烤。人在天地间，蚁
蝼而已，就像我们平时炒菜做饭中的一粒盐、一
棵豆、一叶菜、一滴油……如何经得起高温炙
烤？记忆中，多少年不曾这样热了。整个世界就
是一个字：“热”，连风过处皆无一丝凉意。四个

“火”字，尚不足以道此刻的高温。
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陆上不能待，

往水里去如何？我来到一处室内游泳池。昔日
宽敞的换衣间挤满了人，游泳池边也站了许多
人，池内人头攒动，像开了锅的饺子。跳下
水，冰冷的感觉瞬即穿透皮肤，爽快极了。水
底滑行，东挡西碰，不能畅游。有三五小孩，
在池内嬉戏玩耍，全然不顾他人。上得岸来，
热气顷刻围裹上身，黏糊糊的感觉，一阵难
受。看着不停地上岸下池的人们，忽地就想起
白居易的 《琵琶行》 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
珠小珠落玉盘。白乐天自然不是游泳之人写池
内之事，他是看人家弹琵琶看得入了神。池内
盛景，真个是“上上下下乱哄哄，大人小孩挤
泳池。”人多味浓，空气不清，焉敢久留。一小
时不到，我灰溜溜地逃出了泳池。

郑州待不住，便有去外地避暑的念头。打电
话给新疆的同学，试问天气。“来吧，请你吃新
疆的烤肉！”正愕然间，同学在电话里哈哈大笑
后，说新疆更不得了，气温已经蹿到 40多摄氏
度，有时地表温度甚至高达 50多摄氏度。在地
上可以煎熟鸡蛋，人光脚行走估计得被烤焦了。
晚上看新闻果然如此，新疆早已开启炙烤模式。
火焰山所在地吐鲁番十多天前发高温橙色预警，
40摄氏度以上高温已经连续近半月，看来还有
延续的势头。竟有一批逆势思维者，结队前往新
疆，专门体验高温游。“这里是中国最热的地方，
带孩子来体验一下。虽然很热，但出了一身汗，
感觉很舒服……”隔着电视，犹能感觉热流袭
人。我伸出大拇指，赞叹那位大姐。她比许多人
勇敢，比许多人别出心裁，让我等一帮俗人佩服
之至。火威驰迥野，畏景烁遥途。还是算了吧。

总是不甘心。池里不能去，山边不能去，只
能去水边。七月上旬，与朋友去黄河小浪底水库
转了一圈。小浪底水库位于穿越中条山、王屋山
的晋豫黄河峡谷中，由于上游干旱，少雨缺水，
偌大的小浪底大坝前，水位降低有十数米之多。
原来一些淹在水里的山坡荒地裸露出来，惊喜地
看着这个世界。一些建筑、房屋、巍峨的进水塔
等配套设施无精打采地立在阳光下，一副懒心无
肠的样子。连平日里生机盎然的绿树小草也低头
不语，恹恹欲睡。这是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
出口，小浪底真的是小浪到底了，不说昔日的浩
渺烟波，连一丝涟漪似乎都没有了，山水交融的
北国江南仿佛只在记忆中。

顺着大坝南侧的水泥小路蜿蜒而下，来到消
力池岸边。往年这个时候，这里摩肩接踵人流如
织，观看飞沙流瀑。小浪底利用水库的调节库容，
人为制造“洪水”，冲刷河道，输沙入海，改变黄
河不平衡的水沙关系，从而减少下游河道淤积甚至
达到冲淤平衡，由此可从根本上遏止河床抬高。一
年一度的小浪底飞瀑堪称“世界上最壮观的泥沙
瀑布”，每年都吸引大批中外游客前来观赏。其
时，人造洪峰腾空而起，滚滚而下，形成强烈的
观瀑视觉盛宴。此刻却少有游人，是不是由于今
年天干雨少，水量骤然减少许多，年度订制的调
水调沙盛景也取消了？证实了这一消息后，我像
一只热焦的蚂蚁，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回家翻书，却见诗人在夏日各安其情，各显
其态，倒也自乐。杜甫“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
凉”；范大成“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杨万里“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
那年游拙政园，满眼莲叶苍翠，荷花鼎盛傲然其
间，一副难得的好景致。怎奈酷暑难耐，汗流如
注，大家赶紧找了个阴凉地，擦汗歇凉，哪有心
思静观“映日荷花别样红”。倒是池中锦鲤，水
中奔游，自娱自乐，不理会人类的苦楚。还是元
好问闲适，懂得欣赏“乳燕雏莺弄语，对高柳鸣
蝉相和”；白朴安然，享受“酷暑天，葵榴发，
喷鼻香十里荷花”；孟浩然逍遥，“野童扶醉舞，
山鸟助酣歌”；最是那谪仙李白洒脱，“脱巾挂石
壁，露顶洒松风”。想想那诗人在树林石壁之
间，袒胸露怀，一身细皮嫩肉走光，优哉游哉，
甚是自得的样子，让人不禁莞尔。

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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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象征、暗示、影射的方法。构成
幽默诙谐的画面或画面组，以取得
讽刺或歌颂的效果。

漫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发展过程。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的著名画家达·芬奇和英国工业革
命时期的画家威廉·贺加斯,在他
们的素描稿和油画中频频出现一
些夸张变形人物造型，尤其是贺加
斯的代表作《打瞌睡的教友》《时髦
婚姻》《性格与漫画》等，因呈现出
夸张的动作，滑稽的表情，而成了
西洋漫画之滥觞。

漫画迅速传入日本，并发展出
独特的绘画风格，逐渐形成了拥有
大量读者群的庞大产业，其影响也
延伸到其他国家。

在中国，漫画二字起源于北
宋。北宋著名学者画家晁以道的
《景迂生集》中说:“黄河多淘河之
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
这里说的漫画是一种水鸟因奇异
的觅食动作进而得名：嘴巴悠然漫
撩之，潇洒自如，像在水上作画。

《日本近代漫画史》说，漫画二
字来自《漫画随笔》这本书。此书
说有一种鸟叫漫画鸟，终日求索不
停，“漫画”二字由此而来。很显
然，这个《漫画随笔》中的漫画鸟承
自晁以道的《景迂生集》。

中国之有漫画，一般认为在清
末民初。此时漫画的名称还未被
正式使用，多数仍被称为“讽喻
画”“寓意画”等，但这并不影响漫
画的迅速发展和壮大。

1904年3月17日，上海的《警钟
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漫
画，这是“漫画”的名称第一次在中国
报刊上出现。1925年，《文学周报》
在丰子恺的画下方注明“漫画”二
字，这一称法才得以广泛使用。

其实，中国漫画的历史很早。
可以追溯到殷商。从一定意义上
说，象形文字甲骨文就是漫画。例
如人字,甲骨文用表示一个人侧立
的样子，高度抽象、变形、简单、夸
张。另如女字，甲骨文为一个跪着
的半侧身姿的人。它抓住了女子
社会地位低这样一个特征，以跪姿
表示，同样运用了夸张等手法。

那么有没有具有讽刺、批判意
义的有名有姓的画作和画家呢？
答案同样是肯定的。

据北宋谢维新编纂的史书记
载：武周圣历二年（699年），武则天
有恙，令给事中闫朝隐往少室山祈
祷。闫朝隐洗浴之后趴在青铜俎
盘上，以自己的身体代替猪羊等贡
品，命僧人们把他抬去祭祀。几天
后，武则天碰巧就痊愈了，于是对
闫朝隐大加赞赏，赐绢彩百匹、金
银器十事。左司郎中张元一因此
画了一幅《代牺图》献给武则天。
尽管这幅图后来失传了，但其讽喻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张元
一讽刺的不仅仅是闫朝隐谀佞，而
且也批判了女皇武则天喜欢奉承、
溜须拍马的人性弱点。

张元一的职场生涯史籍记载
不详。只知道他性格滑稽，喜作嘲
谑诗。如果这一记载属实，《代牺
图》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题目
的漫画，而张元一则为第一个有名
有姓的漫画家。

总结以上所述，殷墟安阳为中
国漫画的源头，武则天的都城洛阳
则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有文字可考
的漫画和漫画家，而北宋都城东京
（开封）则最早出现了漫画一词。

漫画的历程
♣ 宋宗祧

♣ 无 萍

书画有益（书法） 马玉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