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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物插画艺术中的审美变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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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插画经历了古典、近现代和当代三个发展时期，各时期因社会、经济、文化等差异影响着插画

中的人物形象并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插画人物的审美观可以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物形象之美

及特征。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国人物插画艺术在审美大众化趋势引导下所蕴含的实用性、装饰性等特征进行研

究，探索中国人物插画审美观的形成因素，进而探究上述特征出现的原因，为当代人物插画继承优秀传统审美、

探寻符合时代需求的新风格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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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esthet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haracter Illustration Art

DONG Ruizi
（School of Design，Hefe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Chinese  illustr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classical，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he differences  in society，

economy and culture in each period have influenced the figures in illustration and 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spective eras. 

The aesthetics of illustrated figures in different eras can reflect the beau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igur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By 

studying the practical and deco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igure illustration art in different periods guided by the aesthetic tre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shape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figure illustration，and then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which helps contemporary figure illustration to inherit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s well as to explore new styles that 

adapted to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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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艺术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插画源于先民

对神话传说和天象的非文字形式记录，在从古至今

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神话→宗教→世俗生活”的

内容演变。不论内容如何变化，人的生活始终是最

重要的描绘对象，且伴随着时代的变迁，插画中的人

物形象作为记录生活的艺术载体，也随之发生转变。

不同时期的插画人物反映着其创作年代绘画风格和

审美观的特征，同时也是创作时代大众审美标准的

真实反映。中国数千载的人物插画创作史是一个漫

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受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

经济、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各个时期的人

物插画审美既有反映时代特征的个性、亦存在共性

及内在关联，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物插

画审美特征，成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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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法带来的审美转变

绘画技法与审美观念的形成密不可分。技法

是插画表现的基础，也是创作者表现审美观的媒介。

不同时代的主流绘画创作技法会让插画人物体现

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这些技法在中国人物插画漫

长的创作历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相互影响、相互融

合，最终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包，

不拘一格”的插画创作技法特征，是当代中国插画

人物多元化审美的基石。

1.1 传统技法体现民族核心审美观

1.1.1  白描奠定中国人物插画的基本技法

中国源远流长的绘画艺术是中国插画的鸿蒙

和雏形。有别于西方绘画以块面塑造形体的技法，

中国古典绘画在技法上最显著的特征即“以线造

型”，这是由中国传统书写及绘画工具——毛笔的

特性所决定的。毛笔作为中国从古沿用至今的主

要绘画工具，其动物毛制成的软质笔头具有弹性，

能够画出流畅有力且富有变化的线条。中国最早

的插画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帛书十二月神图》及

西汉的《导引图》，均以毛笔绘制简单的线条勾勒人

形，人物具有简洁传神的特点。随着魏晋时期中国

人物画的兴起，脱胎于早期线描的白描技法成为中

国古典人物绘画的主要创作技法，对中国人物插画

的审美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白描是中国画尤其是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技

法，是一种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藻修饰与渲

染烘托画法。中国早期古典插画创作者亦是历代

人物画名家，均是白描画家中的佼佼者。东晋顾恺

之擅长游丝描，其代表作《女史箴图》和《洛神赋

图》所绘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

流水行地，自然流畅”；唐代阎立本擅长铁线描，绘

有《历代帝王图》及《步辇图》，刚劲有力的线条精

准地体现了帝王的气度和威严；画圣吴道子擅长兰

叶描，代表作《天王送子图》是其“吴带当风”绘画

风格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以线造型”的白描

是中国人物画表现和审美的双重基石 [1]。白描具

有高度的概括性，其生动、凝练、简约、质朴的种种

特性使其成为最适合勾勒人物的绘画手法。白描

技法在中国走过了几千年的时光，由稚拙发展到成

熟，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绘画所固有的程式之一 [2]。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人物插画创作技法“自白描

始”，且无论后期技法如何发展，及至今日白描始终

是中国人物插画的基本技法。

1.1.2  木刻是人物插画审美传播的媒介

除白描外，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中国古典插画逐

渐由纸上绘画转向印制画，中国古代另一种主要插

画创作技法——木刻应运而生。中国传统木刻表

现技法脱胎于白描，以刀为笔，以木板为纸，以线造

型，多以阴刻法制版，在纸质媒介上呈现类似白描

的印刷效果。因其具有可复制性这一相较于白描

的绝对优势，逐渐在印刷技术成熟和通俗小说流行

后成为古典插画的主流创作技法。

远至唐咸通九年《金刚经》篇头插画《祗树给

孤独园》，近至元明时期的小说插画，如元代《新刊

全相三国志平话》和明代《三遂平妖传》中的人物

绣像，这些时间上相差数千年的古典插画在创作技

法上竟无明显差异，唐代的佛祖僧侣、元代的三国

人物和明代的神魔均通过流畅生动而又简洁质朴

的阴刻线条印制而成。因此，单从技法及其表现风

格上很难分辨创作年代，只能从人物具有时代特征

的衣饰及插画内容上进行识别。

数十个世纪以来，木刻因其与白描相似的艺术

效果尤其是其他技法无可取代的可复制性，一直是

古典人物插画的主要创作技法。木刻作为图像传播

媒介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古典插画中慈悲的菩萨、

飘逸的仙人、豪迈的英雄和狰狞的鬼怪通过刻印大

量复制并广泛传播，使得古典人物插画的创作得以

一直保持活跃并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

1.2 中西技法融合体现审美的包容性

民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古典

插画向现代插画过渡的时期，民国插画创作时间虽

然不长，却对中国人物插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

当其冲是对技法的革新。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西方绘画工具和技法被引入中国，使得人们对绘画

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以透视学、解剖学、化学等科

学为基础的西方绘画技法在塑造人物时能够表现

写实的造型、逼真的质感、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都

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所欠缺的。这也促使中国画

家，尤其是受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画家如徐悲鸿、

林风眠等将油画、速写、水彩等技法与传统技法相

结合，从而创造出兼具东方审美意趣和西方造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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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符合新时代审美需求的中国人物插画表现风

格。民国的插画创作者们尤其擅长“洋为中用”，以

西方绘画技法的外衣诠释中国审美的内涵，也由此

中国传统人物审美渐渐出现了新的转变，不再一味

地追求线条塑造的美。且在经历了数千年传统审

美的熏陶洗礼后，外来绘画技法依然能够在人物插

画的主流创作技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足见中国人物

插画创作所具有的强烈的吐故纳新，从优秀外来文

化中汲取营养的特性。

在诸多外来绘画技法中，尤以现代版画技法

对中国人物审美影响最为深远。20 世纪初由鲁迅

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将其介绍到中国，随之成为有

力的插画创作武器。不同于中国传统木刻的“刻

画分离”，相较于中国本土木刻绘画和雕版作者分

别为不同的人，现代版画家们既是版画内容的创作

者，亦是雕版的工匠，创作技法和审美观念是一体

的。现代版画较之传统木刻单一的阴刻技法，以阴

刻、阳刻、反阴、反阳等多种刻法相结合，媒介也由

木板发展为铜板和石板等。在画面效果上具有线

条与块面相结合、黑白对比分明且肌理形态更为丰

富等特点，在当时的人物插画名家作品中均可窥见。

如黄新波 1936 年为小说《东北抗日联军》创作的

《祖国的防卫》系列插画，以强烈的块面感，大面积

的黑色和小面积的白之间的对比塑造了立体生动

的义勇军形象，较之由单纯线条表现的传统版画具

有更加强烈的视觉效果。至此，以线造型不再是插

画人物唯一的表现形式，技法的变化使得民国时期

的人物插画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味的审美特征。

1.3 当代技法体现审美的时代特征

而在当代，人物插画的表现技法日新月异，创

作者们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技法，其创作方

法、演绎方式和艺术语言不断拓展，在平面设计、影

视动画、数字媒体等领域被广泛运用 [3]。当今新媒

体时代，人们的阅读媒介已从纸质转向多媒体，利

用绘图软件和电子设备创作人物插画已成常态。

为了更好地适应手机等移动设备的观看习惯，甚至

动态人物插画创作手法都已普及，即通过技术手段

使原本静止的人物在电子媒介上呈现出动态效果。

数码和交互设备的介入，使得当代插画已实现了二

维向三维艺术、静态艺术向多媒体艺术的转变。当

代人物插画因创作技法所具有的先进性和多样性，

在人物上已经不再受技法的限制，因而当下中国人

物插画显示出丰富、多变和前卫的时代特征。

2  人物插画艺术美学思想的变革与
发展

中国当代画家的审美品格具有双重性：一是立

足当代艺术的国际化来创新求异，体现作品的时代

意义；二是继承传统审美的价值观念，来凸显民族古

典的艺术精神，弘扬中华的艺术文脉 [5]，这是不同时

代、不同思潮和不同需求交织的结果。因此，当代人

物插画审美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2.1 以形写神的传统绘画美学思想

中国画崇尚写意之美，顾恺之主张的“迁想妙

得”即是从现实中升华艺术的典型做法 [4]。在此种

美学思想的引导下，自魏晋开始，以白描为表现基

础的“气韵生动”的审美观念深入中国本土人物画

家的创作基因。人心向往的“意象”作为中国古典

美学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散发出中国古典

美学独有的气质和神采。“意象”的呈现和表现形

态也彰显出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独有的审美特

征和品格。概言之，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中国美

学和中国艺术独特内涵的极有意味的概念 [6]。

与西方古典绘画以块面和光影塑造人的形体，

连毛发皮肤的质感都力求逼真的手法截然不同，中

国传统人物画并非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客观描绘上，

往往只用概括的笔墨勾勒出基本的人物特征和动

作，不做过多的细节描绘。所谓“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中国古典人物画家深谙自然之美并不能完

全等同于艺术之美，故以特有的艺术语言将人物的

精神气质寓于飘逸的线条和简单的渲染之中，更多

体现了创作者自身对于美的理解，同时也给予了观

者更多想象的空间。

2.2 西方新艺术运动带来的装饰性

中国当代人物插画审美观的形成是不断发展

变化的，虽然当代人物插画核心审美根植于本土美

学思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需求的转变，传

统的绘画审美观逐渐融入了新的血液。尤其是近

代西方美术和设计思潮传入后，对中国人物插画审

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决定性的转变因素，其中影

响最大的要数稍早于新文化运动的新艺术运动。

这场主导 20 世纪初艺术审美思潮的设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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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在绘画造型上运用富有装饰意味的自然形态。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对这一审美十分赞同及

欣赏，他认为“装饰性”对于提升中国插画创作的

美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早在 20 世纪 30 年

代便将新艺术运动插画的代表画家如英国的奥博

托·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为民国时期的人物插画

创作提供了可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比亚兹莱以极富个人风格的黑白插画成为西

方插画艺术的代表人物，其塑造的众多颇具装饰

性的插画人物形象成为众多中国插画家学习和借

鉴的“模板”。如有“中国比亚兹莱”之称的叶灵

凤，其人物插画呈现出与比亚兹莱人物造型的高度

相似。叶灵凤在 1925 年为《洪水》杂志设计的一

批人物插画很能说明问题，如其中一幅《希求与崇

拜》，对比比亚兹莱 1894 所做《梳妆中的莎乐美》，

两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在动作，表情、发型和衣

饰的细节刻画中不尽相同，但从塑造人物所用的线

条、装饰、留白等绘画技巧及其所体现的装饰感中，

前者对后者近乎狂热的模仿与崇拜是不难窥见的。

叶灵凤在其书中写道：“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可

以发现，现代画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曾经直接或间

接接受过他的线条和装饰趣味的影响，就是毕加索

也不例外”[7]。

由此看出，西方现代设计运动中的“装饰性”

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物插画审美观的转变。相较于

古典时期插画人物完全描绘客观的朴素主义审美

观，新艺术运动的“装饰性”打破了这种观念，在塑

造客观人物的同时融入了“非客观”的装饰形态。

如将女性的裙摆有意绘制成花瓣形状以增加画面

形式感，在创作中融入增加美感和个性的装饰元

素，使得插画较之纯粹的绘画作品，在某种程度上

更像是“设计作品”。

民国时期是中国人物插画审美从古典转向现

代的过渡期，相较于中国传统人物插画朴素的审

美观，在新思潮影响下逐渐占据一席之地的“装饰

性”审美观将插画从纯粹的绘画艺术转变为装饰

艺术，使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连接绘画与设计

的艺术，使得插画更具实用性，从而使其在新的年

代开始发挥新的社会价值。

2.3 新时期注重真实感的人物插画创作理念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当代社会对人物插画的认识已和古代产生了根本

的转变。艺术源自生活、源于真实的创作理念，使

得具有符号化、脸谱化等局限性的古典人物插画在

某种程度上已和现代审美脱节。真实感不等同于

单纯的写实技法，而是以表现技法为基石塑造人物

鲜明的个性，在人物创作中力求和同类人物形象有

所区别。当代人物插画创作者擅长以自身独特的

艺术语言赋予人物真情实感，因此，当代插画人物

形象摆脱了旧时代呆滞、刻板、模板化的局限性，体

现出时代赋予活生生的人的真实感。如著名画家

华三川 80 年代为桂林市建设印刷厂挂历所绘林黛

玉插画，其以极富韵律的线条勾勒出一位天真活泼

的美丽少女，脸颊圆润、神态娇憨，不见半丝病态，

体现出少女应有的健康与纯真。这与读者脑海中

固有的林黛玉形象大相径庭，一改以改琦《红楼梦

图咏》为代表的清代人物绣像中纤细、忧郁、弱柳

扶风的传统林黛玉形象。且画家在人物造型时通

过对人物五官、脸型、肤色等体现人物特征的部分

加以个性化处理，摆脱了清代绣像绘制人物时面部

塑造雷同、少女与老妇仅靠服饰发型区分、“千人

一面”甚至男女不分等局限性。当代人物插画创

作所提倡的真实生动、不拘一格的审美观消除了虚

构人物和读者间的距离，使他们从书中走进了读者

的心灵。

3  功能与审美的有机统一

插画作为一门实用性艺术，不是单纯的绘画创

作，而是功能和审美相结合的有机统一体。总体上

说，中国人物插画审美朝着大众化和实用性的方向

发展，但不同时代的插画从题材到表现技法都表

现出较大差异，这源自时代需求以及功能的变化，

体现了插画这一实用性艺术形式追随功能的创作 

理念。

3.1 绣像画

绣像是明清时期描绘人物装饰与故事情节的

插图。明清是中国古典插画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

时期人物插画最广泛的题材即带有显著世俗化审

美特征的戏曲小说绣像。究其原因，这一插图术语

的兴起既是迎合读者的阅读心理需要，也是书商的

营销操作所致。它们发展与变化的背后，是社会风

尚与阅读者的审美趣味在推动 [8]。如明代著名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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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陈洪绶所绘《水浒叶子》，为梁山好汉塑造了正

面形象，是融合文人审美与大众通俗娱乐的巧妙产

物，体现了插画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

此外从印制工艺层面来看，由于明代雕版印刷

的高度成熟和普及，印制插画的难度及成本均大幅

降低，使得为印刷品配图的情况趋于普遍。比起唐

代只能供少数上层人士阅读的珍贵佛经中才能配

图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插画艺术的受众。

贵族与平民的审美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传统

印制插画因纸张、用墨、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人物

造型具有不可避免的粗糙简陋之感。明清绣像画

的人物美感和艺术性虽有所降低，但仍具有古典人

物画质朴、纯粹、典雅的特征。

3.2 商业宣传类插画 

民国时期的插画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插画，这一时期的插画主要用于宣传抗日救亡与社

会生活，插画被广泛运用于街头散发的抗日传单、

家庭墙壁悬挂的月份牌以及香烟肥皂的包装盒上，

开始承担宣传媒介的作用，相较于古典插画更具实

用性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商业插画的开端，人物题材

被用于商品的包装与美化。商业插画人物形象多

为年轻的美女形象，以杭犀英、郑曼陀等人创作的

月份牌美女像为代表，是大众审美的典型产物。这

些符合时代审美的女性形象大多具有美丽亲切、生

动活泼、讨人喜欢等特征，大大提升了产品的销量，

故而作为插画人物具有了一定的商业价值。民国

奠定了商业插画人物兼具艺术与实用性、以大众审

美为设计导向的特点。

3.3 文化普及类插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插画迎来了新的创作

时期，插画创作重要的功能之一即进行文化宣传和

普及，关注生活、关注社会形态意识，为丰富和创新

插画语言的本土化个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与领 

域 [9]。以连环画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插画塑造了众多

经典人物形象，多样的风格为新时代插画构建了全

新的视觉体系。连环画是我国特有的插画类型，脱

胎于早期卷轴画，以图叙事，不需过多阅读文字的特

点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普及和娱乐工具，在贫瘠的

年代大量青少年以及文化层次较低的受众通过阅读

连环画增长见闻。特殊历史时期的需求为插画创作

提供了难得的创作契机和广阔的创作空间，也使得

创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大众性是连环画的根本属性之

一。只有解决好“大众化”的问题，连环画才能更好

地生存和发展 [10]。因此无论从选题还是人物塑造

上，连环画都体现出雅俗共赏且通俗易懂的特征。

当代连环画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

古典文学的“旧作新画”。此类题材在当代常被作

为寓教于乐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工具，是连环画最常

见的表现题材，也是当代连环画名家们热衷创作的

题材。如刘继卣所绘《闹天宫》、王叔晖所绘《西厢

记》等，虽取材于古典小说、戏剧、民间传说等，但

在人物审美上具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画中人物较

之古典时期的刻板，在形象塑造上明显更为生动真

实，和读者的距离更为贴近。另一类是现实主义题

材的插画创作。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众多当代现实

主义创作题材，画家们用画笔呈现了新社会的种种

新面貌，连环画中出现了以往各个时期不曾出现过

的人物类型及形象，而对新的人物形象的诠释必然

反映的是新时代的人物审美特征。如贺友直在其

代表作《山乡巨变》中塑造的邓桂梅这一建国初期

的女性干部形象，是全新的新中国职业女性形象。

这一睿智冷静、尽职尽责，颇具领导才能的基层女

干部形象，反映出背后隐蔽的时代内涵与代表那个

时代人们的集体深层心理图谱 [11]。此外，作品中

刻画了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王菊生、张桂秋

等一批栩栩如生的当代农民形象，画家以朴素有力

的钢笔线描赋予农民这一中国最广泛、最具代表性

的群体独立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他们在新时期的

连环画创作中不再只作为背景和陪衬。以普通人

为艺术创作对象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最大限

度上达到文化宣传的效果。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物插画发展历经时间的洗

礼，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总体上，中国人物插

画审美集中体现在大众化和实用性两个方面，在不

同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是受时代、技法、题

材、功能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普罗大众对

美的认知是人物画创作的审美导向，同时也使得人

物审美向着世俗的认同发展，这是插画艺术得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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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和不断进步的基础。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大众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这使得不同时期的中国人物插画风格不能一概

而论。但无论如何，在大众审美的引领下，中国人

物插画创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物风格朝着大众

喜闻乐见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

革使得插画艺术从纯粹的绘画艺术中剥离出来，因

社会的需求产生了实际的功能，这是插画区别于

纯美术最显著的特征。功能赋予插画实用性，使

插画区别于纯粹抒发个人情感的绘画创作，因此

插画中的人物形象会因功能的不同而呈现出商业

性、装饰性等特征，以满足社会和受众的需求。总

之，中国人物插画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外来

优秀文化的吸收，在审美大众化和实用主义的影响

下，形成了当代具有自身独特艺术语言的多元化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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