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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插画属于插画艺术的一种，指的是以儿童为受众的

纸质出版物或电子出版物中，用以诠释文字的绘画作品，包括

配图和绘本，由专业插画师完成。儿插在欧美已经形成非常成

熟的体系，但目前在中国，虽然市场需求巨大，但尚未发展成

型，绘本和插画师都还是一个新兴概念和行业[1,2]。近几年来不

断出现的优秀绘本插画师给市面上带来了形式感强、美术欣

赏度高的作品，逐渐提升着大众审美的层次和消费概念。由于

儿童特殊的画面理解能力，优先于对文字的理解，越来越多的

家长开始意识到给孩子阅读优秀的绘本和插图精美的故事书

对儿童美学能力的启蒙性作用。

2 当代儿童插画的特点

随着动画行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儿童插画也随之发展

起来。早期的出版物配图，多是以黑白连环画的形式出现，或

者截取动画片的静止镜头，以画面为主，配以相关文字，集结

成册出版，通常属于一部优秀动画片的衍生品。

欧美绘本一直领跑着当代儿童插画市场，他们将插画按

照年龄层次划分的非常细致，有启蒙、低幼、学龄前、少年儿

童、青少年等，每个年龄层次甚至还有更细致的划分。绘本画

家们根据自己的风格特点创作出画面精美[3]，带有丰富情感又

符合不同年龄段儿童心理需求的作品，包括风靡世界的《父与

子》《大坏狐狸的故事》等。21世纪以来，中国出版社翻译并引

进国外优秀绘本作品越来越多，带给了大众更高端的审美。随

着家长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也更加重视对孩子基础美学

教育的培养，愿意寻找这样层次较高的绘本作品给孩子阅读，

从需求上带动了整个市场。与此同时，21 世纪也涌现出一批

优秀的绘本作品，比如，台湾绘本作家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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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鱼》《大鱼海棠》的美术设定，新生代作家 SHEEP等。

当代儿童插画在保留了手绘感的同时，融入了电脑技术，将绘

本作品动态化，甚至与交互技术相结合，让绘本不仅仅可以出

现在书上，也可以出现在教育教学领域的交互界面上。

3 源自传统艺术的多样形式感

在儿童插画设计这个领域，人们一度受到欧美和日韩插

画风格的影响，在创作上过于模仿和刻意，丢失了自己的艺术

风格。然而中国的传统艺术博大精深，有众多的美术形式可以

用于插画设计。例如，剪纸、年画、版画、水墨甚至戏曲里包含

的各种元素，都非常适合在儿童插画创作过程中运用使其变

的更加丰富多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俗风味浓郁的题材，

反而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可以让生长在城

市里的孩子们通过剪纸风格的绘本了解更多的本土文化，传

播华夏精神。

剪纸艺术独特的镂空形式，具有质朴、纯真的艺术特点，

形象简洁生动，造型独特且平面化，透着一股稚气与喜庆，很

接近儿童画的风格，容易被孩子们接受，从题材、色彩到艺术

形式的表现都和儿童插画不谋而合。将这种优秀的民间美术

设计语言吸收和运用到绘本创作中，可以使人们本土儿插变

的既丰富多彩又富有民族特色。近年来，剪纸风格也被广泛地

应用与实验动画短片中，由于其扁平化的设计导致动作反而

变得简单易表现，常常出现在交互界面中。

版画和剪纸同样具有扁平化的美学效果，并且巧妙地使

用“留黑”手法，对造型做了特殊处理。版画由于被雕刻的材质

不同，会在印刷时留下材质的天然纹理，如果在木头上雕刻，

印出来的画面上就会留下木纹，如果是铜板雕刻就会有黑白

鲜明的效果，这常常是插画设计中弥足珍贵的质感表现。版画

特殊的“构图语言”和散点透视法使得其非常适合用于表现故

事感的画面。当代艺术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使得当今的插画

在传统与现代中找到了新的碰撞点，既可以传承优秀的视觉

形式感又与现代设计自然衔接，创意新生。

水彩画作为一种外来画种传入中国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

间，本不属于传统美术的一种，但是由于其水性颜料的扩散性

特点，与本土的中国画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相互交融创新之

后，产生了很多新的创作技法，非常适合用于儿童插画的创

作。水彩绘本有“画出来的故事书”之说，它色彩鲜艳纯粹，色

感温柔绵软有诗意，画面的流动性、偶然性拓展了插画叙事的

空间，使得儿童有心理上的亲切感，生动有趣的故事配上美丽

丰富的画面，受到各年龄层的读者欢迎[4]。如今，水彩成为了

手工绘制儿童插画最普遍、大众认可度最高的一种形式，给孩

子们带来了更多阅读的乐趣，也给主要通过画面来理解故事

的学龄前儿童带来了良好的色感启蒙。水彩儿童绘本的重要

性不仅得到了家长和儿童的认可，也逐步引起了儿童教育专

家和美术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重视。如何更好地提升水彩绘

本的艺术性，了解儿童心理中的情感表达，让好的绘本建立在

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启蒙和滋养上，是如今的绘本创作者们

最需要突破的问题。

水彩的技法的多变性和丰富的材料也给插画师的创作带

来了无限可能。有的偏重细腻的情感表现，例如，插画师

Oana，她的作品色彩干净纯粹，充满女性化的灵动与细腻，少

女、花草和小鹿都是她所钟爱的元素，每个细小的灵感汇聚在

笔尖之后就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故事，很受女孩子们的喜爱；又

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英国绘本《彼得兔的故事》，画风轻松

活泼，既带有浓厚的英国乡村生活气息，也恰到好处地呈现出

童话故事的逼人灵气，是畅销了几代人的经典佳作；还有国内

插画家周翔老师的《一园青菜成了精》，爽朗大气的画风，无拘

无束、酣畅淋漓，更受男孩子们的喜欢[5]。

4 当代儿童插画的应用与延展

儿童插画的风格非常之多，传统装饰艺术又有其特定的

美学内涵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会落后于时代的艺术品，当代

儿童插画设计首先需要立足民族文化，将优秀的民间美术设

计语言和形式吸收、运用到儿童插画中，使之在转化过程中与

儿童插画自身的特点相融合，并对西方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

借鉴，再予以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对当代儿童绘本插画艺术的

创造。

儿童插画作为商业插画的一种，必须要体现其商业价值，

把市场的反应和接受度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因素之一。在不

断提高纸质出版物插图质量的同时，当代儿插在商业范围内

的运用应该更多在开发电子市场，例如，动态绘本、手机 APP
应用、线上教育课程等。只有充分体现出其商业价值，儿童插

画作家得到与创作相匹配的回报，才能更好地刺激创作热情，

持续不断地保证市场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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