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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稚之心 漫话无垠未来

插图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书籍而

生。对于“插图”（illustration）一词，中文注重的是“插”

这一行为与方法；西语则以它的功用为重点，表述为

“照亮”。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插图的概念都离不开承

载插图的本体——书籍。离开书籍的插图，是无根之

木、无水之源，而离开书籍谈插图，是空洞的、难以成

立的。

“图书”对于国人来说再普通不过，而用“图书”统

称“书籍”这一说法仅存在于中文语境。这和象形文

字的创造与发展密不可分，“文”即“纹”，本义为花纹、

纹理。后期，由于“文”“字”二字连用，“文”变为更偏

向于表达字的含义。正因此，“图”在中国文化里有着

不一样的意义。所以“插图”一词也成为了中文里称

呼这一独特艺术门类的专用语。

当今，插图这一艺术形式已经扩展到了各个相关

领域，同时，“插画”一词也逐渐被运用与认可。在民

国时期，插画与插图是混用的，但对于插画的具体概

念并没有清晰的描述。而作为一个可供讨论的概念，

首要的前提是梳理清晰。

插图历来在词典中有明确的解释，而插画的概念

则含混不清——有时与插图概念相近，有时又跨入其

他领域。那么，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首先，前

文提到插图主要注重的是“插”这个概念，所谓“插”是

将图插入载体书籍，这是非常明确的。而插画中的

“插”字如果也代表这个功用，那么插画，便意为插入

书籍的画。这也就表明它是包含在插图一词内的，因

为“图”的概念大于“画”。其次，如果从应用方面来考

虑，插图必须呈现在书刊、杂志、报纸等载体中，它的

拓展应用，就是所谓的“插画”。鉴于目前插画概念的

模糊，在此提出概念供大家探讨——所谓“插画”，即

是插入多种传播载体的“轻”绘画。而插图除了词典

中简明扼要的解释，在专业研究领域，插图即是生发

于文本，依托于载体的可阅读图像。

插图作为一种极度依赖于文本的艺术形式，它是

跨学科、跨领域的。较长时期内，我们都只关注文化

传播类的插图作品。其实，在此之外有广阔的空间需

要插图的介入，不仅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同

时，由于插图创作手段丰富，并不局限于某种材料与

方法，因此，也是提高大众普遍审美水平的重要手段。

插图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时期，有过辉煌，

也经历过低谷。对于提升大众的文化自信与审美素

质这一重要命题，插图这一艺术形式都不应该缺席，

也不会缺席。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对插图专业年轻人

才的培养。因此，高校的插图专业教学需要具备更高

的标准，插图专业的基础教学更是一切的基石。可以

想见，插图事业任重而道远，但各位创作者、研究者和

教育者也会不负使命，一直在征途。

（作者系中国美协插图装帧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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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将陆战一师包围，随着信号弹的发射，无数趴伏在地上的雪人煞那间一窜而起。向
着美军阵地冲去，打响了长津湖战役的第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