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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插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艺术设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插画在国

内被人们称为插图，它不仅体现了审美的形式，还体现了特定的社会情

感和文化意识，同时具有丰富的表现题材和绘画风格。插画所具有的深

厚文化底蕴，在绘画表现与设计意识中沿袭，并酝酿着插画自身的风格

特质。

插画设计在设计领域中是逐渐兴起的热门行业，涉及范围广，社会

需求量大，对各种信息的传达及设计领域的影响很大。插画迅速化、大

众化、频繁化的丰富起来，符合现今这个读图时代大众的需求，且插画

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纵观插画发展的历史，其应用的范围

在不断扩展。随着设计领域的扩大，插画设计融入了设计与绘画艺术的

元素，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与时尚性，更有表现意味，成为当今社会不可

替代的艺术形式。本书将引领对插画设计充满兴趣的艺术设计专业的学

生，从专业角度培养他们的综合设计素质，提高他们对插画设计的认

知与创作能力。

本书根据作者多年插画设计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探索编写而

成，可作为高等院校艺术设计课程的指导性书籍。

本书编写过程中借鉴了诸多国内外的优秀作品和文献。在此，向这

些作品和文献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向提供图片的学生和朋友深表

感谢。希望本书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如有不足，敬请提出宝贵建议。

傅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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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插画史略

第一节　中国插图起承

信息传达是插图的主要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

这种功能的图画可以追溯至史前。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

结绳记事、以画记事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从发掘的岩洞

壁画中便能得到考证，这种信息传达方式逐渐演变到象形

文字，其实图与字并没有彻底分家，也可以认为象形文字

是图的抽象化符号。而记事性通过壁画一直延续下来，尤

其在宗教盛行时期，其记事性亦向叙事性发展，画面内容

丰富复杂起来。插图转述的是文字语言的信息，如果转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是口头语言，其性质是相同的，所以从早期的岩洞壁画到虽然

没有文字但有很强叙事性的绘画，也被认为具有插图性质甚至将

它划分在插图范畴之内。

造纸术发明以前，文字的载体已经有很多种类了，“书其事

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墨子·天

志》）插图在其中与文字并行，以手绘、镂琢的方式呈现于不同

的载体中。纸的出现，促动了文明的进程，但手抄本插图的手绘

方式在普及上远不及后来的印刷本。

从雕版印刷术发明以来，真正意义的出版物便出现了。插图

以木刻的形式印在纸上，发现最早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

《金刚般若经》卷首的扉画，同时发现的还有五代刻印的《大圣

普贤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像》

等，这些都属于佛经插图，插图具有附属性，反映了不同时期的

文化特点。晋代以来，佛教文化兴起，佛经书籍印量是很可观

图1-1　洛神赋图卷局部（南宋摹本）东晋　顾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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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醴泉县志》（明嘉靖十四年刻本） 图1-3　《鸳鸯冢·娇娘像》

  明　陈洪绶

的。宋、元、明、清是中国古典插图持续发展时期，插图表现的内容极大地扩张

了，“吾谓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书林清话》叶德辉）这几个

时期，书籍的种类也大大地增加了，插图的内容也更丰富多彩起来，经、史、

子、集，农、林、牧、医均有涉及。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滋

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图书的供求关系形成了文化商品市场，出版业亦日益兴盛，

涌现出了更多的书肆、刻坊。文化传播的重心从士大夫阶层分移至市民阶层，通

俗读物大量的印制提供了插图广阔的表现空间。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古典插图的巅峰时期，其中文学插图更是令人瞩目，从

唐代的传奇、宋话本、元曲到明清小说的插图，尤以明代为最，全国各地的书肆

以建阳、徽州、临安的书肆刻印量最大、最精，留给后人以珍贵的插图资料。

《万壑清音》《红梅记》《董西厢》《秘本西厢》《牡丹亭》《还魂记》《吴骚

合编》《鸳鸯冢》《水浒全传》《金瓶梅》《占花魁》等插图代表了这个时期的

最高水平。而最具代表性的插图画家首推陈洪绶，他在《水浒全传》《秘本西

厢》《屈子行吟图》中的插图，线条流畅，疏密有致，尤其人物塑造中动态情节

的生动性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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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於越先贤像传赞　清　任渭长 图1-5　《凤求凰》（清刻本）

清代插图艺术的成就就逊于明代，但仍出现了一些佳作和杰

出的插图画家，如《香草吟》《吴郡名贤图传赞》《於越先贤像

传赞》《红楼梦图咏》《晚笑堂画传》中的插图仍位居古典插图

的精品之列，在这些作者中鹤立者为任渭长。清代插图中的人物

形象塑造基本处于倒退的状况，任渭长的作品却在这方面显示了

超人的才华，“宗陈老莲法，三十后遂自成家”（沙家英），他

与陈洪绶都注重线条组织的形式之美和人物动态的生动性，但是

任渭长更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通过他的《剑侠像传》《於越先

贤像传赞》和《高士传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画面空间处理上

的创新，超脱传统画风中程式化形象的杰出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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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冯小青》插图　闻一多 图1-7　《情满青山》插图　彦涵

古典插图形式演变

首先是插图载体的进步提供了插图形式多样的可行性，

书籍的形态、装帧方式到了明清时期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继

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到经折装、包背装和线装的多种形

式。插图也从单一的卷轴装的页首扉画发展到文内插图、单页

插图、合页连等。中国画历来讲究书画一体，插图的形式与内

容和文字的关系在我国古籍中形成血肉相连的形式之美，中国

古典插图的特色除了与同期的绘画审美变化同步外，在版式的

作用上也有独特之处，古籍内页普遍使用栏线，行格分割了若

干大小空间，在文内插图的上图下文式的分割中，栏线和行格

的作用使插图和文字形成一种构成关系，也使插图具有独立的

空间。古籍插图在空间的处理上是值得研究的，虽同属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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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革命烈士诗抄·方志敏》

插图　古元

图1-9　《在森林中》插图　黄永玉

理，但插图在空间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插图的画界

基本以线勾边，构成了内外分明的空间，内部是一个独立的世

界，画家使用边框的创造力至今令人叹服，其形式的多样化给

读者充分的审美感受，如合页连插图的连接性与独立性、跨越

空间的奇思妙想，团扇式插图的内外曲直对比、版框、栏线和

画界的多重空间效应。另外，古籍插图内部的空间关系常使用

剖图法，如从室外看室内一览无余，这种超脱了空间限制的表

现方式，增加了内容和形式美的含量。

程式化是我国传统艺术形式的一大特色，中国画的人物造

型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程式化审美变化，这些也直接反映在插

图中。程式化具有共性的审美意识，也具有美学价值，但是，

画家的个性往往被淹没在共性之中，在一般的插图作品中这一

点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文人、画家不乏推陈出新者，一些优

秀的插图画家笔下的人物既有程式美又有个性化的形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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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古典插图的绣像格式和应用方式也是独特的，书中的主

要人物以个体单页的形式，集中在书籍的前页，如同戏剧中的

人物亮相一般。图赞类的绣像插图以图为主，前图后文编纂成

册，绣像插图也应用在其他方面，如酒牌，等等。值得注意的

是，程式化倾向在绣像插图中被弱化了，尤其是在名家笔下的

绣像人物，形态生动，各显特性。人物志类绣像插图的写实目

的在图中都可以看出来，“留真”的客观性加之画家的主动表

现，建立了独特的形式与面貌。绣像插图是古典插图中不可忽

视的一个分类。

清代末期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木版印刷逐渐退出了历史

的舞台，被更先进的制版印刷术取代了，但是，插图的表现形

式在此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直至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西方

图1-10　《夏伯阳》插图　伍必端 图1-11　《林海雪原》插图　孙滋溪

007 

第
一
章

插
画
史
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文艺思想影响到美术界，插图的面貌才得到巨大的改观，那

个时期的出版物插图西化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上海出版业很

发达，海派插图的洋味很具代表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新

文学艺术进入了成熟时期，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文学力

作果实累累，也带动了插图的发展，不少知名的画家参与了插

图创作，插图的题材、插图的形式语言都有了空前的变化，本

土语言和外来语言的相融性也成熟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

插图作品出自著名的作家之手，其中鲁迅、闻一多、张爱玲、

端木蕻良所作的插图至今仍令人赏味。文人作画的传统延续到

插图的领域，也说明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插图的共生性和语言

的互换性、互补性的一体化特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抗战文艺形成强

势。那个时期的插图杰作很多属于抗战题材，在国统区、解放

区配合文字宣传，画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插图的创作中。

40年代解放区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美术工作者，在“为工农兵

服务”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他们是和劳动人民最接近的画家群

体，“喜闻乐见”成为有力的宣传方式，插图的内容和形式都

有明确的定向，民间、传统的艺术语言在插图中得到了极大的

发扬。他们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洋为中用、古为今

用”在解放区的插图艺术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形成了插图艺

术的新民族化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插图在出

版物中所受重视的程度是空前的，插图创作者的队伍中活跃着许

多著名的画家，实力强大，硕果累累。这个时期的插图艺术，在

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成长期达到了又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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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插图作为社会意

识形态的反映，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特征。此时中国的国

际交往主要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与苏联的文化交流最为密切，

插图受其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苏联插图艺术的整体水平位于

世界前列，这是一种良性的影响，对中国插图艺术的发展具有外

力推动作用。另外，插图的本土语言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极大的发

扬。

插图艺术的上升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止，相隔10年，改

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艺术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国人看到一

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如同圈养的动物猛然来到野外，其迷茫

程度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思想文化、艺术观念多元化的时代，

外界对国人的冲击是猛烈的，极大地影响到美术界，插图也是受

其波及的一类。近20年来，插图艺术的发展处于震荡期，起伏交

错，插图载体——出版物的产生机构出版业转型，导致了部分出

版部门利润至上的短视行为，对插图的影响非常明显，阻碍了插

图艺术的发展，插图艺术的作用被弱化了。但这只是暂时现象，

在转型初期，文化市场还不成熟的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

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出版物品质会相应提升，其走势

必定是向上的。今天，文化传播中插图艺术的地位重新被提起，

插图载体的多元化、插图范围的扩展、其功能应用于其他领域的

可行性以及插图艺术观念和表现语言上的变化，都将是插图艺术

的促生剂。目前基于插图人才的需求，一些美术院校对插图课程

的设置重视起来，培养后备人才亦是插图艺术走向良性发展的先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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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纽伦堡编年史》插图　1493年

第二节　国外插图发展举要

世界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都有着相似性，以绘画或

结绳记事在远古时代是通用的信息传达、记录的方式。

“图画文字出现于公元前3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

尔），它借助图画表现具体事物。它被刻于黏土之上，

逐渐发展为楔形文字”［《书籍的历史》（法）弗雷德

里克·巴比耶］。图是文字形成的前身，象形文字由此

演变的过程在古埃及、玛雅的文化遗迹和古籍中都可以

得到证实。图与文字是经过同一体分化的结果，中外插

图史的源头是相同的。

文字和插图载体的初期主要为纸莎草纸、陶土版、

黑蜡版和羊皮等。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芦苇笔在纸莎草

纸上写字、绘画，并将纸衔接为长卷，以卷轴装保存，

插图常以卷首画的形式置于卷前，这一点和我们古代卷

轴装插图形式类似。古希腊、罗马沿

袭此种方式至册子本的出现，这些早

期书籍形式中的插图以科技内容为

主。

宗教文化对书籍的发展起到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

教会不仅有专门的手稿抄写员，而且

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宗教题材占据

插图中的地位在东西方都有延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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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死者之书》插图　（纸莎草纸）古埃及第二十王朝

的历史。

西方在14世纪出现了木版印刷术，木版插图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手抄本

中，木版画作为插图贴附其中，自从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和铸字模之后，木版画

在排字印刷中的便利性使木版插图的生存空间继续扩延，活字印刷本最早加入木

版插图的是德国的阿尔布莱希特·普菲斯特，在这个时期木版画也作为题头、尾

花的内文之装饰。

14世纪末，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宗教改革中产生了人文主义文化，这是美术

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美术大师人才辈出的时代。思想文化的进步，也反映到书

籍出版上，出书种类和内容也朝着多元化发展，木版插图在这个时期已经比较成

熟了，15世纪出现了金属版画（铜版画），初始阶段以阳刻法制版，至16世纪凹

版印刷流行起来（通过腐蚀或干刻制版），许多艺术家热衷于木版和铜版画的创

作，他们的作品中插图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丢勒、荷尔拜因、鲁本斯、伦勃朗的

插图不乏精品之作。版画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种，插图在艺术大师的参与中也提升

了质量和地位。另外，人文思想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类图书发行量也有提

高，有些插图制作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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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西方的产业革命又带来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以科技理论为先导，从

手工作坊向大规模机器化生产转化，进入资产主义工业化社会。出版社、印刷厂

的数量成倍增长，机械化制纸使纸张的成本大幅下降，并出现了铅版浇铸法、轮

转印刷机。技术革命对插图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从平版印刷石印技术的发明到后

来的照相制版、锌板制造术的胶质印刷，使插图超越了版画的局限，手绘插图通

过新的制版印刷术呈现在读者面前。19世纪出版物的分类中出现了现代期刊，期

刊插画逐渐成为一种插图样式，有些期刊则着重于插图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如

《伦敦新闻画报》。1882年美国人梅森巴赫发明了网版，照片和具有较丰富层次

的绘画在印刷品中都可以复制出来，这也提供了插图画家使用多种语言表达的可

行性。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大变革，也带动了思想文化上的进

步，并迅速地影响到周边国家。其后100年，法国成为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不

仅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突出的成就，插图在其中也得到了同步性的发展，法国浪漫

主义运动造就了一大批伟大的艺术家，同时在插图艺术中也留下他们的业绩。德

拉克洛瓦的《浮士德》、杜米埃的《罗贝尔·马卡尔》、多雷的《神曲》插图等

都为经典之作。文学艺术的繁荣为插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法、德等出版了

许多文学名著，吸引了画家创作插图的兴趣，有些文学作品再版的过程中，不断

有新的插图画家参与进来，《堂·吉诃德》就有不同版本的插图，作者也跨越了

不同的国籍。

19世纪末现实主义逐渐兴起。从印象派、后印象派到20世纪初的野兽派、象

征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达达派等各种流派不断演进，这个时

期也是思想文化比较活跃的时期，这些派别中的艺术思想不少来源于文学甚至哲

学，于此，插图的传达功能也更具有相应性，而很多插图画家也隶属于不同的流

派，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思想。

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使出版物的质量提高，成本降低，从出版、发行到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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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莎乐美诗集》插图

　　　　　　亨利·马蒂斯（法国）

售网络形成庞大的规模，印刷品的分类已经扩展到

各个方面，插图也更广泛地应用在商业领域，艺术

设计不断掀起新的浪潮，插图在平面设计中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广告招贴中的插图，其

艺术含量是相当高的，德加、劳特累克、马蒂斯等

艺术大师很多作品为广告招贴而作，他们把此作为

施展才华的领地。工艺美术运动起源于英国，继而

发展为新艺术运动，其装饰性在书籍插图中重新复

苏，比亚兹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莎乐美》插

图中便可见一斑，穆夏也是此运动中突出的画家，

穆夏风格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具有装饰性曲线造

型即他们的绘画特点。工艺美术运动在美术史上褒

贬不一，而其中的插图亦有不同的评价。

20世纪初的法国继续着艺术先行者的角色，插图界也留下了

这些艺术大师数量不菲的作品，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聚集在这

里，出版商、作家、画家在艺术革命中凝聚为一体。书籍中的插

图因有大师的手笔往往使其成为主角，经常是出版商邀请名家的

插图而成为出书的动机，如毕加索、马蒂斯等。毕加索青年时代

就已经传作了为数不少的插图，作家慕名相约合作是常事。毕加

索与作家马克思·雅科布属于莫逆之交，为他的很多作品作了插

图。人们在欣赏毕加索的作品时常常忽略其中部分作品的插图属

性，如铜版画《大自然的故事》《弥诺陶洛斯》《贡戈拉的二十

首诗》《卡门》等，直至古稀之年仍创作了《塞莱斯蒂纳》插图

作品。而马蒂斯不仅是野兽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书籍艺术大师和

插图画家，他强调插图在书籍中的审美愉悦感，他在插图中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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