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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视觉文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是社会的

热点。随着中国全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儿童绘本陆续得到了重视和发展。绘本是儿童早期阅读的主

要图书媒介，戏曲题材的儿童绘本为儿童认识和学习戏曲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对于中国戏曲文化的继承、推广与发展

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但是目前戏曲文化离儿童的生活好

像越来越远，现场听戏让儿童不免觉得过于成熟化和难以理

解。由于中国戏曲文化各异，剧种颇多，再者将戏曲文化从

三维舞台空间转移到二维或立体空间存在很大的挑战性，加

上目前对戏曲文化相关的儿童绘本设计研究很少，如何利用

儿童绘本这一形式，创作出传统文化与童心兼具的作品也成

为了一大难题，因此探究戏曲类儿童绘本中的视觉语言要素

是十分必要的。

2 以戏曲为题材的儿童绘本概况

绘本，即图画书，该词语来自日语中图画书的叫法 "

えほん " 的汉字写法“絵本”，儿童绘本是儿童阶段获取知

识的重要渠道，戏曲是一种舞台艺术，通过演员扮演戏曲角

色并运用戏剧化的对话和舞蹈化的动作去塑造小故事。所以

借助儿童绘本，结合一定的中华戏曲文化，让儿童了解戏曲

文化，感受戏曲艺术的非凡魅力，有利于推动儿童绘本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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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戏曲为题材的儿童绘本的视觉语言要素

3.1 戏曲角色设计
角色设计是创作者创作构思的重要一部分，作为绘本

故事线索的引导，在传达绘本故事和理念上有着一定的存在

价值。儿童绘本的角色形象常常是在画面中以图画或其他方

式去呈现，辅助儿童对于故事情节有了更好地了解，也是一

种叙事方式。因此，笔者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戏曲题材的

儿童绘本的角色进行分析归纳。

3.1.1 角色设计的夸张拟人化
角色是儿童绘本中的主要叙事主体，能够展现绘本的

整体格调和主要人物的基本特征。以戏曲为题材的儿童绘本

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对于剧中不同角色形象的刻画，常常使

用夸张、概括、拟人化、抽象化等造型方式，配合故事情节

发展，可以赋予角色更生动的特征。传统的戏曲故事大都角

色成人化以及情节古老，儿童不一定接受，但是作为绘本直

观的视觉体验，其中对于戏曲题材中的角色，戏曲人物原本

都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戏曲人物角色的头饰、服饰或脸谱

装饰等都很复杂，所以用夸张方式下要有选择性取舍，避免

堆积而影响读者对绘本的视觉观感。泛灵论是儿童文学特别

需要幻想、拟人、夸张和变形等的艺术手法的根本原因 [1]。

在儿童的心理层面，拟人可爱的形象更能够打动儿童，也

能够契合儿童对于角色的幻想。例如，熊亮的《长坂坡》，

结合京剧和三国演义，以中国传统京剧剧目长坂坡为背景，

讲述了曹操猫和张飞猫在剧场演出中发生的事情，给孩子们

一种全新的视角，其中某些场景将京剧猫的脸部进行视角放

大，也夸大了京剧猫的形象，角色念白和剧中的心理戏更生

动有趣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

在儿童绘本中，角色造型的塑造还要依托故事的需要，

一些夸张和拟人等艺术手法是为了拉近读者与儿童绘本的

距离。郝广才在《好绘本，如何好》中提到：“一旦我们对

角色产生认同，原有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也会在故事中

跟着转移 [2]。”所以角色造型设计与儿童绘本的整体叙事息

息相关，同样最需要创作者的就是在创作戏曲题材的儿童绘

本的过程中，考虑到儿童对于角色的理解能力，让儿童产生

对绘本的一种认同感，去了解和感受中华戏曲文化。

3.1.2 角色设计的抽象化
角色设计的抽象性，不仅仅是对于儿童绘本中各种角

色造型进行抽象表达，更是生动地提炼多样式展现。利用概

念和大色块对角色设计进行提炼，可以让戏曲主题下的绘本

内容对比更加鲜明。例如，绘本《给孩子的京剧》采取了抽

象的字画融合的方式，在角色表现上，把京剧中的四大角色

生、丹、净、丑进行了浓缩提炼，引导初步接触京剧和戏曲

的儿童，在欣赏美和玩趣中激发对京剧的喜爱，从而吸引孩

子迈入中华戏曲文化的殿堂。

3.1.3 角色设计的寓意化
角色设计的寓意化，是在其中寄予或蕴含意旨，戏曲

角色的不同也象征着不一样的意义，大都通过戏曲服装或者

脸谱颜色或者表演的道具来体现戏曲角色的寓意性。在脸谱

上一些特定的颜色无不体现着角色的性格品质或命运，例如

绘本《看不见的马》中角色有红脸的关公猫和白脸的马夫猫，

其中这两个角色在绘本舞台中利用了空间、言语、肢体和留

白来诠释了戏曲中的虚拟性，生动地用舞蹈形式来表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京剧“趟马”。

3.2 画面构图

3.2.1 画面构图形式与表现
画面构图是儿童绘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各

种角色、画面物体位置、视角、动态线、运镜等，在二维空

间里通过画面构图展现空间感。儿童绘本在构图形式上也是

比较多样的，绘本的基本构图有留白、水平式构图、垂直式

构图、斜线构图、S 形构图、放射形构图等。

留白：是绘本的重要的构图和表现手法，主要有画面

留白、故事留白和情感留白。画面的留白可以为绘本故事留

有发展空间，从而激发读者的兴趣，起到点睛之笔的作用。

绘本《看不见的马》在整体设计中有大量的留白，就像是在

虚拟的戏曲舞台上表演戏曲魅力，突出主角的主体地位，没

有过多的修饰让读者更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水平式构图：常给人一种很缓和的感觉，在儿童绘本

中常用于比较舒适场景，表达一种平静的氛围感，会出现在

情节比较平实不太波动的画面中。

垂直式构图：整体画面由垂直直线条分割，儿童绘本

整体会呈现的较为严肃的感觉。

斜线构图：斜线式构图可以表示某物体运动的趋势，

变化的动态感，《武松打虎》中的精彩环节聚焦在外部动作，

通过俩个画面对角斜线的构图，使角色充满力量，武松猫和

老虎猫打斗、翻转的视角切换，画面的视觉语言也因此充满

了动感。

3.2.2 画面构图的作用
在儿童绘本创作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构图形式可以使

整体更具表现力和丰富情感。在构图上，依据儿童绘本故事

情节发展需要，从儿童视点切入，兼顾到儿童本身能力角度

和视觉认知，选择恰当构图可以深化绘本中的角色特征，熊

亮的《京剧猫》，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构图，在主角京剧猫的

线索带动下，整体故事也让人印象更加深刻。合适的构图可

以让绘本具有韵律节奏感，在戏曲题材上，一定的节奏可以

让儿童读者从绘本中带入角色，增强艺术感染力，有了戏曲

在场的感受，可以更好地学习到相关的戏曲的基本知识。

3.3 色彩语言
色彩语言是一种最为敏感的形式要素，也是情感表现

化的重要表达之一，在儿童的色彩认知中，每一种颜色都有

某种代表性。在戏曲题材的儿童绘本中，需要借助色彩让读

者感受到戏曲的色彩，不单单戏曲中的服装、脸谱、道具色

彩，更需要在整体中积极利用色彩带给人的不同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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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并通过色彩的感知，让儿童了解到戏

曲文化的内涵。

中华戏曲色彩在中国积淀了很久，戏曲色彩包含了很

多种类的色彩，戏曲服饰色彩、脸谱色彩、舞台色彩、道具

色彩等。戏曲服装色彩是在舞台上的标志符号，从服装色彩

上区分角色，是一种直观地了解戏曲的手段，为戏曲艺术的

传承起到了粉饰的作用。

戏曲题材的儿童绘本创作中，里面的戏曲人物角色色

彩大都以原有的戏曲色彩为基础再创作，色彩作为戏曲服装

的重要属性 , 同样具备“等级性”特征 [3], 色彩更大程度上

充实了戏曲角色，帮助儿童来解读人物。例如绘本《刀马旦》，

主要利用简单的黑红白搭配，没有多余的色彩，生旦净丑轮

番上演一出关于人性的大戏，以角色造型的细节来表现，整

体上的中国红还是尤其为剧情增色的。

戏曲题材的儿童绘本可以通过色彩的氛围烘托，让儿

童去感受绘本内容的情感，画面中不同的色调反映了不同内

容需要传达的情绪氛围变化。同样因为中华戏曲文化五彩缤

纷的特点，儿童绘本会通过色彩渲染气氛，比如在《牡丹亭》

表演时，创作者就会选择绚丽的色彩点缀场景，还原作品的

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儿童绘本《迷戏》，它不同于那些戏场

大红大紫的色调，相反，它的整个绘本画面色彩与故事情节

挂钩，淡青和暗黄的色调，营造一种慢悠悠的江南水乡静谧

而又对生活炽爱的感觉，用无声而静止的画面感受京戏表

演、服饰、声腔、动作的魅力。所以在创作者创作戏曲题材

的儿童绘本时，注重色彩的搭配，根据儿童审美偏好去选择

协调的颜色。

3.4 工具和技法
传统工具：儿童绘本的创作工具和技法是多种多样的，

如何抉择需要创作者进行统筹考虑，一般传统的绘制工具有

彩铅、丙烯、水粉、油画棒、线描、版画等，在戏曲题材的

儿童绘本中，画面中常见的是彩铅、水彩、水墨、颜料画，

因为中国戏曲带有浓烈的中国风，所以在绘本中会有很强的

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例如熊亮作品中有关京剧猫的就是通过

中国水墨的方式来讲中国戏曲故事。

数码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数码技术运用在绘本中

已经是比较普遍的方式，用数码画笔绘制绘本，优点是可以

反复修改，材料和工具都在画笔库里较为多样化，部分绘本

制作后还会打印嵌入经典唱段的资料，这种数字化手段可以

更加直观地让孩子们能身临其境地感受戏曲的魅力。

综合材料：目前对于综合材料的运用，在儿童绘本中

较为流行的。使用综合材料能够更加考验创作者对于画面的

协调性，将传统方式与数码手段叠加，整体会更加独特有趣，

手工拼贴和剪纸都可以容纳在综合材料中，戏曲题材的目前

也有剪纸案例，但在现有的戏曲题材儿童绘本中，综合材料

的技法运用得比较少，但笔者相信未来更多创作者会慢慢摸

索，从而更加有新意地表现中华戏曲文化。

3.5 绘本纸张及装订要素
儿童绘本的创作设计离不开最基础的视觉语言，但在

后期制作中，印刷、纸张、装订都会影响着最后的产出效果。

选择良好的印刷、纸张、装订对于绘本的宣传有着不可高估

的作用。绘本纸张按照加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成手工纸、

机械纸、加工纸。常用的纸张有新闻纸、凸版纸、胶版纸、

铜版等。绘本的装订设计分为三种：平装、胶装、精装。熊

亮的京剧猫作品在纸张选取和装订上无不体现着中国风味，

宣纸的纹理和绘本的整体设计都融合得很到位。

4 结语

论文分析归纳了戏曲题材下的儿童绘本中的视觉语言

要素，以视觉语言要素为基础集合了相关的优秀绘本进行分

析。目前市面上，相关戏曲题材的绘本少之又少，因为戏曲

和绘本融合给创作者很大的挑战，创作者在绘本上需要用有

限的篇幅来表现戏曲文化的内涵，图文配合演出，因此很考

验创作者对于整体的把控，所以创作者需要对现有的中华戏

曲文化进行提取，在剧目上进行择优考虑，以儿童的角度创

作更多地道的绘本作品，为中华戏曲文化的传播提供更有力

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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