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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与新事物构造出插画更为丰富的题材与表达形式，近年来对传统绘画题材、绘画手段、绘画的表现形式都有学

者与实验者的开拓性探索；中国的志怪题材有民间特性也有一定的探知未来的特性，研究它的起源，发展变迁，是

希望能对当今志怪类题材有新的认识与新的解读和新的表现，也是作者融古老传说，民族文化，当代精神，从观念

到技法的前期的探索。

关键词：插画艺术；志怪插画；起源发展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end Illustration

Liang Xiaoyu

School of Art and Media, Hubei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nd trade, Wuhan

Abstract: History and new things have constructed richer themes and expression forms of illustra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and experimenters have mad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on traditional painting themes, 
painting means and painting expression forms; China’s strange subjects have folk characteristics and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ring the future. Studying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s not only the hope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new interpretation and new performance of today’s strange subjects, but also the 
author’s early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ancient legends, nation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pirit, from ideas to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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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俗称插图，原主要为文字配图，作为书籍的附庸，充当对文字进行解释说明的作用。插画包括

出版物配图、海报，现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漫画、绘本、贺卡、挂历、装饰、包装、产品等等，其表现

形式也从传统的二维到多维的虚拟表现。

插画的起源如同绘画的起源一样遥远，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岩画以及后来的壁画及雕版印

刷发明之后小说经书插图。而在 19 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时期，插画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很多的艺术

家如穆夏，比亚兹莱，克里姆特等，脱离了纯粹作为文字附图的插图作用，不同于传统有了可独立的一

种艺术表达形式。

中国插画艺术形式，如早期的佛教岩壁画及唐宋元明清的书籍插图，主要以木板刻画的形式，至清

末及民国初受西方绘画及技术的影响，到现今媒体技术的发展，在吸收与创新中已逐渐融合成今日中国

插画的新面貌。在的插画艺术，随着新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拥有了更为广泛的运用领域，不同以往我

们对插画的定义，不再仅是对文字的补充，也不仅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是有故事、有艺术表现力、感

染力的新形式。

志怪插画是插画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它的题材来源于历史传说与童话及想象，代表各种事物、人物、

景物的神仙妖怪、精灵，从远古人类对宇宙万物未知的遐想和对自然的崇敬，人类的智慧解读、表达出

有特殊代表意义的神灵、妖魔、精怪的图腾，存在于各类文明的传说与书籍中，它影响着各种族后续的

信仰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历程通过绘本、绘画得以留存，成为我们探究历史、地理及

风俗的依据。

志怪，是记录怪异；志怪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文学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志怪

小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当今的电影小说、动画、动漫，人们所接收

受到的志怪题材也越为多样，2010 年以后，插画不再是主要通过印刷和出版读物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是

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不同于纯粹的艺术绘画和装置艺术，插画艺术能更为普及的传播于网络和印刷，

在题材方面也更加通俗易懂，快速的网络信息交流，使很多插画师开始通过网络交流发表自己的作品；

版权的保护和网络和商业对于插画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插画出现于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也意识到

插画是个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志怪插画作为插画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

1  何为志怪插画及其起源

1.1  志怪插画的概念

志怪插画的概念，只要先通过解释志怪和插画的词语就能很好地阐述它。志怪小说原指中国独有的

一种小说类型。中文解释就是记录怪异，即记录神仙妖魔的小说，狭义上主要指魏晋时产生的一种以记

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著名《搜神记》a。它们是受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与神仙变化之说而形成的

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志怪传说的存在不仅限于魏晋时期，

a　《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作者是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

增益而成。主角有鬼，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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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代《西游记》a，清《子不语》b 都可以归结于志怪小说的范畴。在这里我们将志怪定义为描述记录

神仙及妖魔鬼怪的原因。

插画，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于插画正统的定义还停留于以前，插画即插图的定义：一种用图形语言进

行信息传达的艺术形式，是为文字做的插图，对文字进行说明解释，但现阶段它的界限却渐渐模糊，越

来越脱离作为在文字的从属关系，而演变为一种涉及多种绘画表达方式的艺术。其主要功能是将文字内

容、故事或思想以视觉化的方式呈现。此外，插画与其他纯艺术的最大分野之处不只在于有文字的叙说性，

更有视觉传达其背后的市场和特定对象之目的大众传播性。但不可以否认，纯艺术作品可以被附加到合

适的主题中，成为插画，插画作品也可作为纯艺术作品来欣赏，二者在所运用的材料和方式上与纯艺术

绘画有很多重叠的部分，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没有明显的界限。也因此举凡美术的相关设计，如文字编排、

空间表现、线条变化或是媒材使用都比其他类的艺术创作来得更加多元，才能以多向地非语言形式来传

播语言的深层意涵。也因此插画的应用十分广泛，凡书籍、杂志、报纸、说明书、小说、教科书等刊物

网络插图，在文字中插入的装饰文案、绘画，都统称为插画。总的来说，插画是一种结合艺术创作与文字：

非语言和语言的艺术表现，有着叙说内在思维的传播性。如此一来，插画不再仅仅是插图，而是通过水彩，

丙烯，国画，cg 等各种形式适应了这个艺术越来越大众化的时代的有一定故事情节的绘画。

1.2  志怪小说的起源发展

志怪小说作为志怪插画的文字体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小说类型，一开始的志怪插画是以插图

的形式附着于志怪小说之上的。中国鬼神文化源远流长，这使得志怪成为古代小说的重要题材。从被誉

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c 到清代堪称志怪巅峰之作的《聊斋志异》d，在到我们现今的各种灵

异玄幻小说……志怪小说的发展绵延不绝，蔚为大观。

汉魏六朝，是古代志怪小说的创始期。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是在小说、巫、史混合在一起，小说创

作完全处于不自觉状态，其撰述的目的是为了补“正史之阙”，在写作中吸取了大量史的因素，同时巫

的内容较多地羼杂其间，使之带有浓重的神怪色彩。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到《西京杂记》《搜神

记》，志怪小说由初创而渐趋成型，逐步确立了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篇幅短小而文风

质朴，其内容则是语涉灵怪的种种奇闻逸事。当时文人对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都抱着认可和接受的态度，

认为它们大都征实可信。

唐代志怪小说，作为志怪小说的一种特殊类型，比较浪漫瑰奇，抒写绰有情致，描写细腻，一向为

人们所激赏。没有了征之史籍、辨其有无的撰史者的意识和眼光，而只是对逸事的好奇和赏玩。在这种

撰述心态下，小说主旨的教化色彩也显得并不明显，甚至文辞过于雅致。

a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四大名著之一。

b　《子不语》是清朝中叶著名文学家袁枚撰写的一部笔记小品。其得名源于《论语·述而》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多记述奇闻逸事、奇人鬼怪。

c　《山海经》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d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其书斋名，“志”是指记述的意思，“异”

是指奇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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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志怪，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无论是志怪小说的题材领域、表现形式，还是总体成就，都得到

了很大发展，就文言而言，既出现了以《聊斋志异》为代表，以描写细腻、情致婉约为特征的，追步唐

代志怪的一类作品，也出现了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宗法汉魏志怪，文风简约质朴的一类作

品。在白话小说方面，以《西游记》《西游补》《封神演义》等为代表的神魔小说也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明清时代的文人们对志怪小说仍然保持着千百年来一贯的猎奇求异的趣味，以为消闲娱乐的谈资。

民国到现当代，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言小说逐渐走向灭亡，对于志怪小说而言用文言体创作在民

国中后期亦逐渐消失，与此同时，西方科学的进入打破了人们传统的鬼神论的思维观念，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里，志怪小说的生存空间减少，并转变为今常见的鬼故事或杂谈的形式艰难求生。而 2000 年以后

网络飞速发展，文学网站盛行，科学元素和各种信息的加入使志怪小说的题材更为广泛和多元，更发展

出漫画，广播，电视等模式，转变为如今人们打发空余时间的一种重要娱乐。

1.3  中国志怪插画的起源

在雕版印刷，丝帛与纸发明之前的久远年代，图像的载体往往是石头和墙壁。插画的起源是以岩画，

壁画以及陶艺装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早期文明利用具有颜色的石头，即矿物颜料在洞穴和墙壁上作画，

其作品往往是对图腾的崇拜，对狩猎场景的描述和对神明的刻画。

原始岩画：中国属于世界上岩画分布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阴山岩画，是雕凿在阴山山脉岩石上的图像，

分布地域广泛，题材涉及动物、人物、神灵、器物、天体等，艺术水平精湛，题材丰富，包括有动物、人物、

飞禽图案及人类的狩猎、乘骑、放牧、舞蹈、征战、巫师作法，以及日月星辰、圆穴等大量的符号、标记等。

贺兰山岩画，绘制于春秋战国到西夏时期。多以形形色色的类人首为题材，多采用涂饰手法。在贺

兰山白芨沟等地，还发现了成片彩绘岩画，内容以乘骑征战人物形象及北山羊、马等动物形象为主。

图 1  贺兰山岩画所雕凿的人脸图案

Figure 1 A Face pattern engraved in a rock painting of the Helan Mountains

沧源岩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位于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以原始动物图腾，狩猎场景为主要题

材。岩画用赤铁矿粉与动物血调合成颜料绘制在石灰岩崖面上，现在可辨认的图像有 1063 个，包括人物、

动物、房屋、树木、太阳等，多为狩猎和采集场面，采用剪影式轮廓画法描绘人物，绘制技法简单、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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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稚拙、古朴，画具或用手指。

《舞蹈放牧战争图》是一副场面恢宏的大型岩画，整幅画面连贯地表现出当时人们的狩猎、斗象、

舞蹈和战争凯旋等场面。

敦煌洞窟壁画，是以宗教题材，佛经故事为主，以色彩图形的形式来传述故事内容。包括敦煌莫高窟、

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 552 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中国乃至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

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通过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

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

《鹿王本身图》是北魏本生故事画中最早的横卷式连续画之一。表现了释迦牟尼生前的种种善行。

以横幅长卷形式连续画出佛的前身九色鹿王故事的种种情节，每一段落均附有文字榜题。显然是继承了

汉画的传统手法。画面以人物为主，衬以山石树木。土红底色上配以青绿山水，点缀花草，有浓厚装饰风。

画中的建筑物格式、车马形制、骏马形态等，都与汉画中的形十分相似。

1.4  志怪插画在古代中国的发展

在唐代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志怪插画常以书籍的插图的方式存在，或是以一些绣像，民间的年画，

月份牌广告画或是一些装饰图案为主。

唐代插画：大多是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完成的绘画作品的复制品，久其特征来讲属于版画，也称木

版画。这个时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繁荣，也带动了插画的发展。世界上可考证最

早的书籍《金刚经》印刷于唐代，展现了较为成熟完整的板画插画作品。

宋元插画：在唐代的基础上，宋元时期插画技术和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元代戏曲，小说题材丰富

也进一步带动了插画的发展。

明代插画：明代是版刻画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技术，形式，风格上插画都有了全新的发展。此外明

代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民间插画、绣像，完整地描绘人物形象，衣着和神态。

清代插画：西方石版画印刷技术传入中国，极快取代了刻版印刷的形式，插画开始从黑白变得彩色

多样。就艺术风格而言，结合民情风俗的民间套色木版年画在清代风行一时，色彩造型单纯明快，色彩

绚丽，展示者着特的民间艺术风韵。

图 2  苏州桃花坞年画雕刻图及成品图

Figure 2 The wood engravings and the finished works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Taohua Wu, Su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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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初年插画：受西方紧急，插画技术和艺术风格的印象，这个时期我国插画开始向西洋化的

风格发展，并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发展。其中最具特点的是月份牌广告画，即中国最早的现代商业海报，

多以洋装美人为主题。

2  结语 
了解一个事物，要从它的概念和起源开始了解，然后循序渐进，这样才会对它有更全面的认识。总

结志怪小说和插画两者，再把他们结合起来，更能全面的展现志怪插画在中国起源及古，近代的发展脉络。

志怪插画长期附庸于志怪小说而得到发展，小说题材的起始变迁衰亡和新生都对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而插画特别是唐宋之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插画成为很多小说插图的一部分，作为民间传奇小说的插

图，绣像；于清代引进的石版画使插画发产出很多民间用途，例如一些年画，月份牌等。这些手法，技艺，

工具和用途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志怪插画不断发展的过程。

志怪插画来源已久，既结合以上两者也传承者古老的原始岩画和壁画。早期的岩画，壁画，很多都

是描绘狩猎，神灵它们源于对神灵的敬畏，对万物自然的崇拜。这些情绪一直伴随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

方的人类的文明；在中国表现为鬼神的传说，佛，道信仰和志怪小说。而在日心说 a 被提出和 17，18 世

纪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很大的改变，现代人神灵精怪也有了新的解读，也更为

科学的理解志怪题材的插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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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心说，由哥白尼提出，也称为地动说，是关于天体运动的和地心说相对立的学说，有力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

治地位的“地心说”，实现了天文学的根本变革。日心说的观点是：地球是球形的；地球在运动，并且 24 小时自转一周；太阳是

宇宙的中心，而不是地球。虽然如今已被证实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但对当时的神学体系起到了极大的冲击作用，影响着之后自然

科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