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97 

中国传统节日主题插画的表现与设计 
何亮 

（长春大学吉林省长春市） 

摘要：插画又称为插图，最早出现在原始时期，是人们用来记录生活点滴，描绘历史变迁的工具。总体来看，插画是使文字观
念变得更加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是个性多样图像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现代插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
广告设计、书籍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品牌设计等各个方面。插画的视觉色彩也在根据人们的审美提高而不断创新，表现出
其独特的魅力，符合环境、地域、文化等不同的审美需求，被大众接受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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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插画设计课程。插画设计课程可以培养

出具有创意思维的人才，通过这些人才的创作，能够使我国的插画
整体水平得到提升，使我国插画行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一、插画的起源与发展 
插画的起源可追溯到四万到六万年前的欧洲洞穴壁画到公元

前三千年前左右的埃及象形文字，从汉代石刻上面的画像到《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上的扉画，以至明清时期的版画插图都是插画的一
部分。 

在现代艺术诞生之前，艺术家作画的目的是为了讲述故事或传
达信息，有近长达七个世纪，艺术家们都是应邀为宗教文献、传说、
神话以及地方和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创作图像的。这与当今插画家在
书籍上配图、为网页或包装进行插画设计在本质上是没有变化的。
20 世纪 90 年代苹果的出现是对插画行业的一次冲击，插画需要进
行一场革新：扬弃旧的规则、接纳数码科技，这有助于革新进程的
快速启动。新时代的插画家们开始将创作风格作为自己的主要表现
对象，在此时风格或者说形式是大于内容的，自此，插画以一种新
锐的方式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二、高校插画设计课程授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在插画设计教学中没有采用先进的教学设备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设备的限制，很多教师不能很

好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在高校进行插画设计课程教学时，教师针
对插画技法的讲授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很多教师仍然采
用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法，即使在教室内已经为他们配备了先进的
信息化教学设备，他们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不
能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所带来的便利与优势。 

（二）较为注重理论形式，以理念灌输的模式进行教育 
目前我国高校插画设计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

是仍然以理论形式为主，仍然以理念灌输的模式进行教育———这
个模式是我国目前普遍被接受的教育模式，在我国近几十年来的高
校教育当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新时代将面临的国
际化竞争，以及我国教育大纲明确规定的要为新时代培养综合性的
创新型人才的国家意识的指导下，这种模式已显得有些落后。理念
灌输的教育模式的缺点之一，是只能够让学生接触到理念知识，而
不能够让学生通过实践认知到插画设计课程过程当中的创造性和
独特的艺术本质。 

（三）教育理论等内容与时俱进的程度不足 
不论在人和学科的教学中，由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日新月异

的竞争方式和竞争手法的升级，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都是在教学模
式当中必须要追求的一个因素。落后的教学内容将导致学生在高校
教育中基本与行业现状脱节，认识不到社会竞争的底层逻辑，自然
也没办法提高自己在行业内的能力。教学理论较为陈旧的这种情
况，在我国的高校教育当中普遍存在———这其中有高校教材更新
频率不足的原因，也有高校教育过程当中师资力量不平衡的原因，
当然也有插画设计学科本身并没有作为独立的学科细分出来的原
因。教育理论与现今时代的匹配度高，是高校能够对学生进行科学
性、系统性教育的前提。 

三、传统节日主题插画的设计表现 
插画有着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就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言，

插画在继承和发扬其艺术形式和创作技法的同时，也利用新颖的设
计理念与设计元素为大众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本课题立足于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以节日习俗为表现题材，借助插画艺术，将传统节
日文化再现出来。 

春节，作为一年之岁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年节，也是中国
民间一年中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劳动人民通常会在春节祈福消
灾、辞旧迎新。春节的传统习俗极其丰富，不仅有传统的舞龙舞狮、
贴春联、庙会、放鞭炮、拜年等活动，如今还增添了新潮的抢红包、
集五福等新年习俗。插画作品《春节》以表现春节张灯结彩、喜气
洋洋之景为主旨，选取热烈的红黄色为主色调，加入灯笼、舞狮、
鞭炮、春联等象征性物件，为了丰富画面的视觉效果，画面边缘使
用暗红色，使主体更加突出，画面右下角加入蓝紫色祥云，丰富画
面的同时，也寓意着春节的吉祥。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是传统意
义上的重大春祭节日，时间为农历 4 月 5 日左右。清明不仅是一个
扫墓祭祖的肃穆节日，而且也是人们贴近自然、踏青游玩、寻找春
天乐趣的欢乐节日。插画作品《清明节》营造了一种庄重严肃而又
不失活泼的氛围，画面的灵感来自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清明时节雨纷纷，所以画面整体采用淡雅的蓝绿色为
主色调，画中以孩童放牛为主，画面中清澈的荷塘不免让人联想到
美丽的荷花与荷叶，所以在画面中添加了几朵盛开的荷花与几片荷
叶，荷塘上飘落的雨滴，也给画面添加了趣味性，画面中的荷花采
用纯度不高的淡粉色，用来平衡画面中大面积的蓝绿色，使画面颜
色更加舒适。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
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传统的团圆节日。中秋节的习俗有
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中秋时节，
以月之圆预示了人之团圆，所以插画作品《中秋节》画面左上方挂
了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用来传达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而嫦
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深入人心，因此插画的主体采用了嫦娥怀抱玉兔
的经典形象。中秋必不可少的就是月饼，所以色泽鲜艳的月饼居于
画面中心，金黄的月饼，烘托节日的气氛，夺人眼球。画面上方一
株桂花悄然探出，仿佛透过画面能嗅到桂花的香气，使得画面生动
雅致，别具一格。 

结束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衔接古今的桥梁，这架桥梁上蕴含着千百

年来的历史文化，当下文化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需要这些优秀历
史文化作为文化的基石赋予这个时代生命力。作为新时代的插画
师，在追求作品美感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化传承，为优
秀文化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风插画和中国传统文化所碰撞
出的火花唤起了人们对部分传统文化的记忆，二者的有机融合也为
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设计的融合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意义，插画行业的
进一步推进，需要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探索创新，探索出更多
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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