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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皮影艺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基于皮影艺术特征，在传统艺术丰富

的造型语言、色彩语言中寻找灵感，从故事拟定、角色设计、场景设计等方面对电子绘本进行创意设计分析，

对皮影艺术的传承与推广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为绘本表现形式及手法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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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造型具有扁平化特征。外部轮廓表现为概括抽象

的几何形态， 内部装饰又有写实、复杂的细节。除此之
外还有着独特的镂空光影效果。 

皮影除了吸收剪纸的造型方式，同时还融入了戏曲脸
谱、壁画、雕塑、画像石的形式发展特点，把剧中生、旦、
净、丑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形神兼备。皮影人物造型多以侧
脸表现，忠良者五分脸表现，奸者以七分表现，少量专用
脸以正面表现。雕刻家抓住人物最重要的特征进行适当地
夸张处理。充分利用阴阳雕刻的手段用阳刻表现正面人物
清秀纯真的特点，用阴刻表现花脸、丑脸角色的狰狞。不
同于剪纸艺术的单色，皮影的色彩规律为传统五原色：红、
黄、绿、白、黑。 

1  皮影艺术元素在电子绘本设计中的运用分析 

1.1  故事拟定 
在绘本设计过程中，绘本故事的拟定往往是绘本设

计的第一步。皮影艺术作为流传已久的民间文化，可为
我们的故事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灵感。当下优秀的电子
绘本故事不乏典故、传说、诗词等传统题材，例如，电
子绘本《采桑女》故事取材于诗词《陌上桑》的诗词内
容，赞扬了古代劳动女子的过人的智慧；绘本《梁山伯
与祝英台》歌颂赞扬了美好、坚贞不屈的动人爱情故事。
这些古代的典故传说代代相传，饱含了中国传统美德以
及中国人民特有的美好品质，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
传统内核与传统艺术造型结合达到了内在思想与外在形
式的和谐统一。 

1.2  角色设计 
角色是绘本中最具特色和最重要的表达形式。角色造

型的塑造不仅关系着绘本的成败，而且也影响着绘本商业
及文化价值。角色通过一系列的行为展现他们独特的性
格，彰显绘本的主题并蕴含深远的意义，它是创作者与读
者情感沟通的桥梁，在绘本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皮影：哪吒》App 电子绘本里的主要角色有哪吒、
龙王三太子、龟丞相、龙宫宫女、虾兵蟹将。此绘本沿用
哪吒闹海这一皮影戏中的哪吒形象，再现了哪吒（图 1）
虽顽劣但不畏权威，活泼勇敢的人物性格，在人物外观上
的设计选取了皮影艺术中常用人物造型形态，简明的外轮
廓、服饰与发饰的繁复纹样相结合，以常见人物比例动态
进行设计。对龙王三太子（图 2）这一反派角色欺压百姓、
为害一方最后被哪吒打败抽筋死去这一结局的设定，为惩
恶扬善、树立儿童正确价值观以及普及中国传统文化上有
着很好的帮助。 

  

图 1  哪吒 

 

图 2  龙王三太子 

1.3  色彩设计 
不同的色彩设计在绘本画面中所带给读者的心理感

受是截然不同的，在相同的造型版式下，运用不同的色彩
会传达完全不同的信息。 

皮影艺术的色彩表现豪迈大胆、充满视觉张力、富有
鲜明的文化意蕴，这些特点使用到绘本设计里为绘本设计
带来新的生机。皮影中的色彩规律为传统五原色：红、黄、
绿、白、黑。皮影色彩的标准受传统文化中白、青、黑、
赤、黄五行色的影响，五行色代表着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
火土，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象征，黄色代表了封建皇家的阶
级色彩，普通百姓不能使用，红绿色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所
使用的色彩。黑色是身份较低的一般百姓的穿着用色。但
这些颜色在皮影艺术中不仅代表了社会阶层，在表达人物
性格特点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原本代表阶层低下的黑
色，运用到脸谱上时，却代表了直率忠勇、刚正不阿的性
格：红色代表脾气火爆但是性情敦厚：白色代表了阴险狡
诈、诡谲多疑和丑角的滑稽可笑。皮影艺术的五行色是民
间文化在历代传承发展中对自然界色彩的一种主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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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千变万化色彩的总结概括。 
1.4  场景设计 
场景设计是读者所观看范围最广泛的，所以对于绘本

故事的情感氛围烘托以及视觉传达感受也是最为强烈的。
场景设计能为绘本的整体艺术形式注入丰富多彩的视觉
效果。因此，场景设计在绘本设计中地位非常重要。在皮
影戏曲表演中，因为场景是固定的所以绘本再创作时有一
定的局限性，因此在电子绘本的场景设计时可以考虑将皮
影艺术与其他形式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例如，电子绘本《采桑女》的场景设计不仅选取了皮
影元素还加入了中国水墨元素。皮影与水墨结合，这种虚
实结合不求具象写实，但求意味深长，达到了写意与写实
的平衡。此外，在线条上场景中也融入了中国绘画上的笔
触，包含了很强烈的中国传统意味。场景方面来讲，设计
师在吸取这些中国传统元素的同时并打破了中国传统元
素固有的组成模式，来体现作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实现
了艺术的再创造。 

1.5  文本设计 
在绘本设计中，除了故事拟定，叙述时所选用的语言

文字同样需要仔细打磨，不仅要考虑读者在不同年龄段的
识字能力和领悟力，同时，也需要注重语言文字的流畅、
优美和亲和力。皮影艺术中的戏文、唱腔等特定的语言符
号，它们不仅展示了汉语之美，而且展示了皮影艺术中沉
淀的中国文化历史记忆，如果将这些语言制作成电子绘本
中的文字信息，无疑可以给读者的心灵播下优秀的文化记
忆和语言记忆的种子。在皮影艺术中唱腔特有的拟声词或
辅助声词。例如，嘚、嗷等特殊的语言字符，能引导读者
阅读时感受到声音的存在，感受皮影特有的艺术魅力。 

1.6  音效互动 
在电子绘本设计时，它有着纸质绘本所没有的音效互

动性。电子绘本的组成不仅只有画面还是有声音的，电子
绘本的画面因为有了背景音乐的烘托、人物台词的推进和
现实声效的模仿，所以就显得更加的真实。通过声音对读
者进行吸引，增添读者互动的真实性。在皮影艺术的发展
过程中，各地区因地域文化的不同所形成的皮影艺术也有
唱腔、乐器以及乐谱的区分，这些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也
为不同类型的电子绘本提供了优秀的背景音乐素材。皮影
艺术的表演会随着鼓点、锣点的节奏变化而变化，这种特
殊的表演方式可以提取加入互动效果中，《皮影：哪吒》
里在精彩激烈的打斗过程中画面会有节奏的提示，根据节
奏点击提示点形成特别的互动效果，这样的互动既提升了
绘本阅读的趣味性，又将皮影特有的表演方式进行了另一
种方式的传承。 

除了音乐的互动，在动作互动方面，因皮影艺术人物
造型特有的关节结构，使得人物的动作也是随着几个衔接
点来运动的，在设计交互动作时，可以利用关节点的特殊
性，引导读者对人物进行操作。电子绘本《小老鼠打电话》，
采用皮影人物拼接关节的动画人物造型设计，用皮影的造

型给大家讲了一个可爱、生动、活泼的小老鼠故事。在互
动中也加入了引导点对小老鼠的动作进行引导操作，增添
了阅读的趣味性。 

2  皮影艺术元素在电子绘本设计中的设计应用价值 

2.1  艺术审美 
皮影艺术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多年传承形

成了独具一格的审美风格。皮影的意象美、线条美、象征
美、演唱的和谐之美，从皮影的制作过程、演出都是按照
美的规律进行创造，体现出皮影艺术独特的审美情趣。在
现代传播媒介下对传统皮影艺术造型进行再创作，对培养
大众审美具有一定的意义。 

2.2  文化传承 
皮影艺术已有千百年的悠久历史，是我国古老的传统

民间艺术。皮影艺术孕育的文化源远流长，宗教文化、戏
曲文化、地域民俗文化等全部渗透于皮影艺术的文化之
中，使多种文化聚集于一身，展示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多姿多彩，揭示了皮影文化审美意蕴的多样性，彰显出皮
影特有的气质与韵味。将皮影艺术元素应用于电子绘本设
计中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起到了推动作用。 

2.3  教育内涵 
应用了皮影艺术元素的绘本，通过具体多样的表现形

式和方法，提升了读者的观察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锻炼读者的动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审美
能力。运用皮影这一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艺术元素，使读
者充分发挥想象力，进而主动创造，让读者在继承和弘扬
传统艺术和人文精神的同时树立民族自豪感，培养健康的
人格，有利于读者形成爱国情感责任担当意识，以及社会
责任意识。 

3  结语 

时至今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涌现了
各式各样的艺术风格，皮影戏作为一种古老而优秀的民
间艺术，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此，不仅需
要政府的大力保护，更需要设计师在各方面不断地传承
与创新，满足读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需求。将皮影艺术
元素与电子绘本结合，对皮影艺术的提取不能是片面的
模仿，而应对其蕴含的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个性的元素加
以选择，采其精华，来充实我们的艺术创作。我们对皮
影艺术元素的运用创作、应用价值的探究，目的就是为
了分析皮影艺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人们的审美取向与审
美趣味，以便更加科学地传承与弘扬皮影艺术，唤起人
们的文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相信，在人们的不懈努力
下皮影艺术未来发展将会一片光明，重新步入人们的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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