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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基础课程的重要性和核心课题是明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学内容与环节应该固守传统、一成不变。

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第五工作室从1980年成立开始，在伍必端、孙滋溪先生的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插图教学

方法，到了高荣生先生时期，工作室确立了系统性的教学目标及方法，完善了从课程设置到教学逻辑等一系列

问题。在近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工作室在完成基础训练的前提下，将呈现方式“版画与承载媒介”书籍纳入到教

学的探索环节中。这一改变不仅为插图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养分，同时也反过来促使插图艺术的基本概念

得以进一步明确，形成了全新的插图、版画、书籍三位一体的关于“阅读的艺术”的教学模式。

教学是与人的交流，更准确地说，是与未来世界的主人的交流，所以教学的内容和形式理应是动态的，是有

进步的。在确定专业基础的方向后，在认清教学使命与目标的前提下，依据文化的发展推动专业学科建设是我

们应当具备的教学理念，也是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责任。

插图、版画、书籍关于“阅读的艺术”
■曹娅妮 谭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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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发展下，漫画、插画、绘本等更加吸引人的创作形式得到了社会上越来

越多的关注。而生发自文本，依托于载体的可阅读图像插图的身份与定位在应用层

面被逐渐模糊。首先，插图是不能独立于文本和载体的一种创作形式，无论从创作还

是欣赏的角度，都与独立的绘画创作有着根本性的区分。因此，插图并不能作为一张

独立绘画被欣赏，也不能单单作为个人观念与审美的表达被创作出来。它是图像信

息，是转化文字的视觉表现。其次，插图作为用于体现文本信息的图像，它的传播与

流通和其艺术魅力的释放，都发生于出版领域，而非艺术市场。它的价值体现于读者

的指尖，而非画廊的展墙上。

而插图除去传达信息与视觉化表现文本的功能外，还肩负着润物细无声的美育

使命。当读者在小说中、在百科读物中、在报刊上甚至是教材中看到插图时，不仅仅

是读到画面中的内容，也会被其画面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身审美水平。它面向

的并非只是对艺术感兴趣的小部分观众，而是更广泛的大众。正因如此，插图便应该

达到更高的标准，而插图的基础教学也变得十分重要。

插图的基础能力需要包括哪些，在高荣生先生所著《插图全程教学》中已经有充分的讲解与分析。由于

插图有别于其他绘画形式所需的载体，这些基础能力包括最适用于载体复制，且能与文字结合在页面中产生

美感的黑白造型能力；还有既能表现丰富的画面层次，又无需像水墨、油画等需要极细腻的印刷技术的组线

造型能力；以及印后损失度小、美学价值较高的提炼性色彩表达能力。除此之外，还包括人物形象塑造的能

力和图文转换的能力。而当以这些方法创作插图时，由于其种种限制，必须避免繁琐、暧昧的层次和细节，便

很容易将创作者的造型能力和构图能力等基础能力的不足暴露出来。所以在插图基础教学中，往往要花费

时间去解决前期基础课程中看似解决实则未解决的绘画基本规律问题。

但是，在视觉艺术领域，任何学科的基础教学都不应该回避技术训练。这里的技术并不仅指手工制作的

技术，还包括简练、到位地表现形体；准确、有效地组织画面；恰当、高级地运用颜色等视觉处理技术。或许随

着想法和观念频频雷同相撞的现象的出现，谈“技术”色变的时代终于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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