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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书籍中的插画艺术风格研究
程　辰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4000）

摘要：儿童书籍插画是儿童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仅可以拓展儿童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发展空间，同时更能提高儿童书籍

阅读的积极性。本论文通过研究儿童书籍插画艺术风格形成原因、艺术特点，拓展其对现代儿童书籍插画艺术设计的启示意义，为儿童

书籍插画的发展提供思路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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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量不断增大，儿童书籍插画成为儿童书籍阅读中不

可或缺的角色，国内书籍插画风格在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

期风格尤为统一，应从儿童本位观出发探究儿童书籍插画的艺术

魅力。本文主要把 1912 至 1965 年分为两个重要时期：民国时期

（1912-1948）和新中国成立后（1949—1965）。笔者就这两个时

期对儿童书籍插画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儿童书籍插画作为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

在文化建设方面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文化精髓相结合。在

文化建设中，党中央高度关注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关怀少年儿童

的健康成长，重视儿童书籍在少年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

也将党的光辉形象通过插画形式深入人心。1953 年“双百方针”

的提出后，国内儿童书籍插画创作百花齐放，民国插画师纷纷加

入到儿童书籍创作中来，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如《孔乙己》《大

闹天宫》等。这一现象促进了我国儿童书籍插画的繁荣，同时国

内的儿童书籍插画的艺术风格、种类不断创新。

（二）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审美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将团结、培养和教育儿童作为团中央的

重要工作之一，努力实现将儿童培养成“革命接班人”的目标。

因受学校教育影响，部分将成人思想灌输给儿童导致儿童在艺术

审美上对事物判断以及选择上逐渐趋向于成人艺术观念。与此同

时国家性质的根本转变使得儿童思想也发生着改变，其不同程度

的受陈旧观念的影响，还没有出现纯粹的艺术形式去引领儿童的

审美趋向。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间，对文艺的控制相对宽松的管制，

儿童的审美敏感性不高，这时期并没有引领儿童思想的纯粹的艺

术审美倾向。

图 1  中国传统绘画构图

二、插画艺术风格特点

（一）民国时期的儿童书籍插画艺术风格特点

随着新文化运动不断推动，在继承和保留中国传统绘画的基

础上，儿童书籍插画尽可能 f 吸收西方的绘画技法和创作理念。

受民国时期印刷工艺的限制，印刷技术只能为单色 / 双色印刷，

色彩应用上则追寻传统单一用色。这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得到

了继承和发展。

1. 构图形式

中国传统绘画构图中山水画面的全景表现采用的是散点透视。

它突破了视点和画面的空间限制（如图 1），它将几处不同的故

事场景置于同一个画面中。同时，五四运动的推动着我国艺术领

域不断发展，焦点透视法被带入国内并融入到民国的插画艺术创

作中。焦点透视法较散点透视法更加符合人们视觉的真实性，其

构图严谨规律，讲究近大远小，画面主次分明，视觉上给人以舒

适感。与我国传统构图形式中的多个视觉重点所传递的宏伟感觉

完全不同，这便使得当时的书籍插画备受大家的喜爱，同时它的

出现也带来了中国绘画领域一个新的创作之路。                                               

2. 色彩形式

受当时印刷技术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儿童书籍插画的色彩应

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籍的封面插画，色调统一，

色彩丰富，画面主次分明，信息传递突出，便于读者对主体信息

的提取。第二部分是以单一的黑白色彩为主的内页插画，色彩质

朴淡雅，着色与传统中国画相似。民国时期书籍封面的插画色彩

较内页插画色彩更加丰富，大多时候可单独的作为一幅绘画作品

进行收藏，同时，成系列的书籍在色调上力求做到统一，这样以

达到儿童书籍插画的整体性目的。

3. 风格特点

随着海派艺术家不断将西方美术理念带回中国，漫画风格、

延安木刻风格、写实风格、水彩风格等儿童书籍插画艺术风格不

断涌入书籍插画创作中来。漫画风格出现主要受民国时期的印刷

技术单一的影响，漫画形式的插画内容比较简洁幽默，顺应当时

市场的物质需求，使得漫画风格的书籍插画容易被创作出来并推

广。著名插画师丰子恺就是将中国传统毛笔与漫画风格相结合，

简单幽默且耐人寻味，深得孩童喜爱。

（二）建国初期的儿童书籍插画艺术风格特点

1. 构图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书籍插画在人物造型上更加注重绘画笔锋、

走势。不断吸收西方绘画技法中对人物表情的刻画，绘画更加讲

究明暗对比，绘画风格不断向西方靠拢，使得书籍插画逐渐失去

了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特征，同时，在人物造型上、绘画的艺术表

达方式上逐渐模式化。以丰子恺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漫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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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失。

2. 色彩形式

写实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主流。随着海派画家不断的出

国深造，且西式学堂和各地的美术专科学校的兴办，西方水彩画

传入我国。水彩画作为写实风格的主要媒介以水来调和颜料作画，

其独特的绘画技法可带来不同的色彩感受，在书籍插画中表现出

的湿润且明朗的效果能带给人们明快的感受。《红军万岁》《于

子三》《幸福的童年》等充分体现了儿童书籍插画行业新中国成

立后的繁荣。

3. 风格特点

线描风格与写实风格是建国初期绘画的主要艺术风格。线描

风格在艺术主题及表现形式上得到了创新和升华。其线条流畅、

清晰，结合西方素描绘画中的明暗对比分明、强调造型的立体感，

同时传承了明清时期的小说绣像。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骨法用笔”

运用在儿童书籍插画中，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连环画作品，如《鸡

毛信》《蓝壁毯》《新英雄儿女》等。线描风格的创新与发展为

中国儿童书籍插画指明发展道路，对整个儿童书籍插画和连环画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对现代儿童书籍插画艺术设计的启示意义

（一）选题要传承与创新并举

1. 选题内容要贴近儿童生活

将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状况与现代设计理念和书籍插画绘

画技巧相结合，融入到多元化的儿童书籍插画中，通过更加丰富

的表现手法，建立书籍插画与儿童成长的共鸣。如品牌 Jellycat 制

作的布书，设计师在制作书时用动物身体的一部分来启发孩童读

书的兴趣。同样，贴近儿童生活的信谊图画书奖作品《躲猫猫大王》，

就是从儿童爱玩的游戏为创作灵感来讲述友情。

2. 选题应以儿童本位观为基础

我国儿童书籍创作忽视了儿童本位观的重要性，无论是书籍

创作者还是家长都需要坚持儿童本位理念。在儿童阅读中，作为

家长就充当了老师的角色会急着把阅读转成知识传递给孩子；作

为儿童书籍创作者，大多是从成人视角出发创作故事，书籍创作

者忽视儿童本位观的重要性，单纯的从书籍购买者角度去创作儿

童书籍，忽视真正阅读书籍的群体是儿童，创作方式更加注重讲

述道理而忽视与去建立与儿童心理的共鸣。明确读者的年龄划分、

在儿童书籍创作上应加强年龄的细分至关重要。1-3 岁，处在幼

儿五官等各项机能迅速发展阶段，图案化的书籍插画插画设计，

颜色鲜明色彩搭配，能促进幼儿动手能力的书籍设计再配合一定

节奏韵律的故事情节更易吸引它们的注意力；4-6 岁，随着儿童

想象力变得丰富多元，将益智游戏、情景学习等融入到书籍中去，

创作出冒险类的书籍；7-8 岁，儿童求知欲旺盛，他们更专注听

故事，在这个黄金时期，绘本的创作要把握好家人与儿童之间的

平等位置，注意亲子阅读不是浪费家长时间去传授给孩子知识，

而是家长与孩童共同享受成长的时间，多元化的绘本创作应考虑

到亲子阅读的重要性。编辑或作者进行选题创作时应把握作品的

年龄划分，细化读者市场。                                                   

（二）重视中国传统元素在儿童书籍插画中的应用

在儿童书籍插画的创作过程中，应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民族内涵与特征，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融入到儿童书籍插

画中去，创作出具有“中国味”的儿童书籍；在运用传统元素时

应考虑国内儿童的喜好和审美感受，将国外优秀儿童书籍进行翻

译时不容忽视引进时所带来的文化知识理解的偏差；民间艺术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它能在儿童书籍创作中得到运用。《阿凡

提的故事》就是上海美术制片厂将动画与传统手工艺木偶相结合

创作出的经典之作；著名京派剪纸艺术家申沛农则是将京派剪纸

与儿童书籍插画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批经典作品，如：《烽火台

边两少年》《欢唱丰收歌》《从小就听党的话》等。申沛农从儿

童视角出发并结合儿童心理，塑造出饱含儿童心理特征的剪纸形

象。他运用剪纸的阴阳面线条的来表现主体，其人物剪纸造型可爱，

面部表情生动立体。

四、结语

本论文通过研究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1912—1965）儿童书

籍插画艺术风格形成原因、艺术特点，总结出儿童书籍插画的创

作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现如今中国的插画教育还没有

完全在大学教育中普及，且试点的插画教育体系并不成熟，他们

对插画的学习停留在技法表面，没有深入学习并运用中国传统文

化的艺术思想。插画师在创作时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致

探究，很难创作出中国传统元素优秀的作品。插画师不仅要继承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老一辈艺术家的绘画功力和知识底蕴，

还要不断吸收国外优秀的儿童书籍作品的设计理念，创作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儿童书籍插画。同时，出版社还需完善儿童书籍出版

中的不足，坚持儿童本位理念而不是单一的从市场需求中获取利

益，这样全方位的努力相信儿童书籍插画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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