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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画元素在现代插画中的运用 
◆杨雯雯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065） 

 
插画从古代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被人民

所接受，其独特的艺术性、表现力和广泛地包容性使其在当今在
信息传播和应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
展，插画的绘制手法也越来越丰富，从古代作为文学作品插图发
展到今天应用于各个行业中，其呈现的艺术效果也是丰富多样的。 

一、插画艺术的简析 
对于插画的定义，根据使用的方式不同对其定义的叙述也不

相同，简要的来说就是运用图案的表现形式来体现作者的主观意
识，并使大众能够接受。从狭义方面来说插画是随着出版和印刷
行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附属品。最早插画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商品
宣传的需求，为了避免枯燥无味的文字叙述，对某个事项进行美
化等原因，作为一种内容的图形表现形式而存在。广义上的插画
定义已经延伸出去，作为文字的替代品来更好的表现文字的内
涵，即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就曾提出过的画高于诗的理论，并
从感官、媒介、时空角度等多方面进行叙述，其意义也同样的体
现在插画之中。同样的在中国古代也提出了‘画是无形诗，诗是
有形画，诗画同源’这样的理论，虽然同达芬奇的理论稍有不同，
但是其表现的含义是一样的。 

总而言之，插画在当今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表现和传达形
式，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在现代艺术领域中占有特定的地位，而
且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涉及到文化活动、社会公共事业、商业
活动、影视文化等方面。插画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其中包括出版
物，广告，商品包装设计、影视多媒体、游戏动漫设计等，在不
同的领域，其表现的手法与风格不同，展示的主题也不相同。 

现代的插画受欧美发达国家的影响，在空间，光线上有着很
强的表现力。但是其中蕴含着的外来文化因素很难使本国的民众
有很强的认同感和文化上的归属感。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艺
术形式之一，代表中国传统的审美和文化，如何从中借鉴元素并
很好的同现代的插画相融合成为了当前插画家们探索和研究的
目标。当前出现的中国画元素的插画数不胜数，简要分析其中具
有代表性和广大群众认知性较高的作者和作品特征。 

二、中国画元素在插画中的体现 
（一）构图的应用 
中国画的构图从意境着眼，追求整体气韵，重视形式美，不

同于西方对光线透视的应用。南齐谢赫的‘六法论’中提出经营
位置，也可说是置陈布势，即是对中国传统构图的阐述。以下列
举中国画传统构图方式稍加说明。 

1.‘之’字形构图 
是中国画传统的沟构图方式，画面呈现“之”字走向，以此

命名。之字即取其连绵不断，周而复始之意，曲折多变、层次丰
富，具有流动感。 

2.水平线构图 
将所要表达的物象在一条水平线上展开，这种构图给人以庄

重、严肃之感，使人感到稳定开阔。 
3.倾斜构图法 
将画面主体形象至于一条斜线附近，使画面显示出动感和不

稳定感。 
插图中讲求的构图原则是以绘画艺术的构图理论为基础，运

用绘画中所总结出的的构图内容和构图形式来使画面各个方面
达到和谐统一。不同于传统绘画的是插画的构图既具备设计艺术
的趣味性、平面性、秩序性等形式特征，也具备绘画艺术的主题
性、思想性和艺术性特征。作为中国民族化的插画，其对中国画
的构图方式做了很好的借鉴。 

这幅作品中（图 1.1），期间杂糅了各种绘画元素，借鉴中国
画的构图方式，取山水画中截景式的构图，只取边角之景。由于
画面中大量的留白从而使主体人物突出。画面上展现一片空间，
我们会感到画家在这片空间中有所表达，这在传统山水画中是常

见的手法，画面布景上只取其中的一部分，留出大片空白，体现
边角之景。深入探究其深意却不止于此，在没有笔画处的白，当
和有笔画处的黑一样引起重视，认真经营，让白中也有内容，有
画意，而不是空洞无物。这就要斟酌白与黑的对比和呼应。图例
插画中也是借鉴了这一布局，其表达的意义也就有异曲同工之
妙。以上图为例，都是用中国画的构图手法来表现现代插画。至
于怎么样去借鉴应用，这就要看作者对其了解的深厚，并不断地
改进增新。 

 
 
 
 
 
 
 
 
 
 
 
 
 

图 1.1 
（二）线条的应用 
线在中国画中起着支撑画面和塑造形象的重要作用，有独特

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风格。根据绘画的方法的不同对线条的要求也
不同。如工笔要求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和弹性，水墨写意画中线
条要求变化多端，将主观的情感融入到线之中，用笔自由、外象
疏灵、变化丰富。 

中国画中对于线条有着很多的分类，是因为在绘画发展的历
史中，不同的画家对线条的表现上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在继承
和创新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多种线描的形式。传统的‘十八描’
如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线描，行云流水描等，用这些方法写
出来的线都是给以人们一种力度的活力和生命力，不同笔法的交
互运用更是体现出描绘对象的不同特征。不同的线条起着不同的
作用，粗线所表达的情感是浑厚、凝重、刚劲，可作为实线；而
细线则轻盈、流畅、纤细。长线飘逸舒展；短线条急促跳跃，长
短线不同线段上的结合运用则会产生线条的节奏和韵律。直线表
现壮美刚烈、耿而不僵。曲线则表现出柔和、流畅、优美，如中
国山水中的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等都能体现出曲线的优美。苍与
润的线条在水墨画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中国画最适合使用这种
线条来传达圆润秀雅或苍劲老辣的美感。 

 
 
 
 
 
 
 
 
 
 
 
 
 
 

图 1.2                       图 1.3 
近代插画中充分借鉴了国画中线的表现。例如漫画家夏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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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图 1.2），在她的这幅作品中便很好的运用了工笔画的表现
手法，以线为主来塑造人物形象，设色也比较简单，采用平涂的
手法，从人物造型和画面的氛围来看都很好的体现出传统绘画的
气息。她对中国画的线条进行了很好的借鉴，通过线的快慢迟缓，
疏密布局，虚实相交来表现形象的韵律、动作，使形象生动灵活
而不死板。用这种线的表现方式来作画的画家不在少数，都是用
流畅的线来给人一种干净，轻盈的感觉这种风格所表现出来的画
面效果在一众欧美风格的插画中无疑是收到本国读者认同和喜
爱的。 

另一种风格如插画家翁子扬的作品（图 1.3），这种线条表现
方式则相较于上一种更加放松，写意感也更强一些，画面中有墨
的浓淡变化，线条的干湿、浓淡得到很好的体现。脸部描绘的较
为详细，其他的部位则是用比较简练的笔墨来概括，虚实、疏密
的对比增加了画面的内容，在相互对比之间，产生美感。不论是
对哪一种线的应用，只要用的准确、恰当都能表现出画面的美感

和作者的审美价值。同传统绘画相同绘、插画的发展是不断吸收、
积累、丰富的过程，我们在继承与借鉴优秀的传统艺术和外来文
化的基础上还要不断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插画对中国绘画元素的借鉴的体现在各个方面，上面列举的
几点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这足以说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
爱。中国画蕴含千年的文化是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究的，它包含着
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气节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发扬。作为
中国画的延伸，中国画风格的插画在突破传统形式和推陈出新上
对国画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其不断丰富的绘画形式对于传统绘画
的开拓与创新也有着积极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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