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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丰子恺的艺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他的美育思想不局限于艺术科的教育，是直抵

人心、完善人格的广泛教育。文章通过对丰子恺漫画的表象艺术模式与深层的内在精神进行分

析，结合近年来儿童绘本教学的实例，研究丰子恺美育思想与艺术观点对儿童绘本教育实践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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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丰子恺的漫画大都有个特点，人物与文字都具叙事性，

观其画，让人有种置身于其中的感觉，仿佛在娓娓道来普通

人的生活，他如实的描写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却又在时局动

荡不安的当时选择性的以一种儿童般的视角看世界，绘生活。

在丰子恺画中出现的叙事与诗意并存的美育思想在对当代

儿童绘本教育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丰子恺的叙述性漫画对儿童绘本的美育影响

丰子恺的漫画中都是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即使在纷乱

中，仍带着暖暖温情述说着人间烟火，同时赋予他的绘画以

文学性。他的取材皆反应现实，富有哲理。他的画就如同一

则故事充满叙事性，同时也叙情。儿童在画画最初也是用寥

寥几笔记录所看到的物、人和想要表达的情。他们用近似于

远古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用画的方式记录和交流的方

式进行叙事。丰子恺的漫画大都配有文字，或是对画面的阐

释，或是一句诗文。绘本中的文字和图画的协调关系与故事

脉络相辅相成。

绘本与诗、童话、戏剧等相并列，被认为是文学和美术

结合，并使之发展的一种艺术形式。在绘本中，图与图之间

能呈现独特的叙事关系。在教学中，时有学生拿着自己的画

饶有兴致地跟我讲诉画中的故事，我听的津津有味，先不论

他们画的人物事物是否准确，他们讲的故事设定与画面组合

高度一致，少了绘画技巧性，多了儿童该有的真实性，这使

得画面生动且有种回归原始的纯粹表达性。在幼儿时期，他

们在还不会说话的情况下便用画笔进行输出，于是在用眼观

察这个世界后在脑中情景再现最终到手中笔下的呈现便是

他们用来记录与表达的图像。绘本的故事连续性满足了儿童

的表达欲，仿佛进入自己的童话世界，翻开一本绘本，画面

如同活动的文字带着画者的情节设定游走在纸上，并预留给

读者许多想象的空间和绘本合上后的回味。丰子恺说“人的

生活大半是由兴味维持的，儿童的生活则完全以兴味为原动

力[1]”，其提到的兴味便有“兴趣”的意味，而“趣”在儿

童绘本创作中乃最为纯粹的显现。丰子恺的导师李叔同能在

各种事物中咀嚼其中味道，“趣味”在绘本中更是儿童在观

察生活时的一种态度与解读。

绘本中的叙述可以写实也可以描绘非现实情景。在丰子

恺的孩提时代，周遭物体的形状、光线与明暗都在他的脑中

进行描摹，“我始终确信，绘画以‘肖似’为起码条件，同

人生以衣食为起码条件一样[2]。”儿童很早开始主动对自己

看到的事物进行描绘、联想与叙述穿插，对事物的客观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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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视觉进入大脑的反射再加以主观设定绘本故事情节。儿童

作画的“肖似”具有其年龄特点，他们会很形象的抓住并放

大绘画对象的最显著的特点，概括其细节，生动且真实。“我

觉得眼前的‘形状世界’不复如昔日之混沌，各种形状都能

对我表示一种意味，犹如各个人的脸孔一般[3]。”年龄段稍

高的学生逐渐进入儿童绘画心理期的现实主义阶段，对自我

和世界都有了新的认识。丰子恺赋予一切事物产生的意象，

使物仿佛不再是物，而是与其共情的物件，“艺术家要在自

然中看出生命，要在一草一木中发现自己，故必推广其同情

心，普及于一切自然，有情化一切自然[4]。”美术通过符号

及组合方式来表达内心世界、描述外界环境，绘本以“形象

化的意象，恰当的语言”走进孩子的世界，是把语言和艺术

融为一体的“视觉叙述”，通过文字与绘画的相互转化，把

语言、艺术和想象力联系起来，促进文字表达与绘画的双向

发展。

二、丰子恺漫画中的趣味与情感对儿童绘本的指

导意义

在丰子恺留学日本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明治末期

和大正时期著名插画家竹久梦二的一册画集，从中受到启发，

他盯着其中一幅画出了神，打动他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条，

还有它的诗趣和画题。梦二所绘关于乡村童年生活的插图唤

起人们对“已逝童真”的怀念，促进了一种新的理念的产生，

即儿童并非小大人，他们也有自身的文化[5]。丰子恺深受其

启发，用儿童的角度对画面进行提炼，看似简笔随意，实则

赋情其中。丰子恺将文人的情怀放进平凡的市井生活景象画

作之中，用感同身受描绘人间悲欢。他强调个人情感的表达，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有“人生味”，尽管丰子恺接收了中

西方的绘画技法并在其绘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但贯穿

他艺术始终的还是情感。“在艺术作品中、在个人与周围世

界的关系中强调生活的意义；不仅要描绘和书写，同时也要

改造这个世界[6]。”他在《艺术漫谈》一书的序言中，对艺

术与生活的对立统一做了辩证分析。“有生即有情，有情即

有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

皆生知也[7]。”丰子恺在其散文、演讲和画作显示，他熟练

的运用传统的艺术语言与形式描摹现实现世，表达共情与己

意，世间琐事里藏着诗情画意，作品根植于个人经历和现实

感受。

在绘本教学实践中，发现孩子们天性浪漫，对待事物的

解读有时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竟又觉得确是如此。成人的世

界观掺进了很多既定规则，儿童看世界的角度却是质朴中带

些荒唐与可爱。而这种意味体现在儿童绘本故事所结合的诗

中，并不会觉得它不合常理，反而多了形象性与特有的天真

趣味。儿童绘本的“诗趣”便体现在其中，并不一定是古体

诗，儿童诗歌是形象的、跳跃的，与他们的情感、思维方式

和叙述方式也更接近。丰子恺在谈论自己的漫画时说道：“我

希望我的绘画中有人情味和社会问题，我希望我的绘画是文

学方式的另一种表态。”诚然，当赋予了画笔下的人与物以

情，其意义便超出了画的本身，引人思考与玩味。儿童在创

作绘本时往往会将自己带入故事里的人物中，借角色抒发自

己的心情与情感，在他们的年龄阶段里联系生活实际来诠释

“社会认知”。随着人的成长，其情感表达受各因素也愈发

内敛，而在儿童期，他们对内心世界的表达欲望是强烈的、

是直接的，绘画与文字下的连续性表达有时多了些毫无逻辑

的因果关系却又多了些纯粹的情感抒发。这种随性的创作思

路从丰子恺的漫画中能找到相同方向。他在 1943年出版的

漫画研究文集《漫画的描法》中说“简笔而注重意义的—便

是漫画”。他把漫画分为三类：感想漫画、讽刺漫画、宣传

漫画。其中的抒情漫画即他创作的感想漫画，是他认为最艺

术的一种漫画。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在他的早期艺术占据重

要的地位。

丰子恺许多的早期文字和画作，都描述和赞美了他认为

的人生“黄金时代”—童年。在他的艺术中时常赞颂儿童天

性与想象力，称自己不像他们能够“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

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我在世智尘劳的现实

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暂时看看事物本身的真

相。唉，我要向他学习[8]。”文中的“他”指的是丰子恺的

小儿子瞻瞻。尽管这样的态度在 20年代末的动荡局势之下

被指责为“轻浮的逃避主义”，他仍坚持通过在以儿童的天

真烂漫的描绘中发现自己。“我当时认为由儿童变为成人，

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青虫生活和蝴蝶生活大不相同。上述

的成人们是在青虫身上装翅膀而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而我

是蝴蝶敛住翅膀而同青虫一起爬行。因此我能理解儿童的心

情和生活，而兴奋地、认真地描写这些画[9]。”孩子们的绘

本题材大多来自于生活中的点滴与对故事或剧中情节的演

绎或延展，加以丰富的想象力对世间万物赋予生命力，带着

同情心看生活。

弘一法师曾对丰子恺的同学沈本千说，宇宙事物既广博，

时代又不断前进，将来新事物更会层出不穷。他要求沈本千

观察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事物与社会现象。翻阅丰子恺的画

作，画中人物的发型、衣服与屋内的家具等几乎都与当时的

时代背景相符，他欣赏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却坚持纯粹的

艺术，而不是为人为社会服务的艺术。

在描画风景时，他感到：“自然景物的特点，画笔所不

能表达的，诗词往往能强明地说出[10]。”传统的诗画结合或

古典气息来描画场景给他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与情感。在文

字与图案之间，他越来越认为诗意与绘画艺术的结合开创了

能为当时大众所能接受的从传统中国画中走出来的通俗形

式。一些作家认为阐释大于创造，丰子恺就是在诗中某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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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提供的灵感中对所绘场景进行情感与氛围的诠释。正所谓

“古诗新画”中带一丝“笔墨当随时代”的意味。丰子恺的

许多漫画都是以童年回忆的方式创作的。这些画作往往来自

令丰子恺产生通过记忆中的场景进行描绘的相关联诗句。对

丰子恺而言，诗句与笔画一样，都是他追求自我情感抒发的

方式。他在画面中用相知相识的东西对古诗赋予当代的释义，

从而生发出一种从人间烟火中流露的些许令人把玩的余味。

儿童在创作绘本的文字时，看似不通顺实则充满人情味，他

们的形象思维非常跳跃，文字充满诗意，画面风格浪漫天真。

三、丰子恺的简笔漫画对儿童绘本创作的意义

丰子恺以简笔风格闻名后世，一是受竹久梦二作品的直

接影响，二是他的艺术愿景深深扎根于中国文人画家的审美

追求。他主张在“师古”的基础上“化”古存“我”。从丰

子恺的山水画里能发现些许元代画家倪瓒（1301-1374）的影

子，笔简意远，逸气横生；他的人物画多来自于所熟悉的江

浙风物激发的简洁即兴之作。“从鲜活的生活经验中不断敏

锐地吸取营养和力量，既具象又富有诗意”[11]开创属于自己

的艺术风格。

丰子恺坚持画家个人情感或艺术灵感高于手法技巧，他

在 1941年的《中国画简史》中非常赞许地引用了倪瓒对文

人画的表述。“仆之所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

以自娱耳！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心中之逸气耳！

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

[12]……”不同于倪瓒的“简”，丰子恺的“简”通俗易懂，

生活气息浓郁，却相通于“写心中之逸气”。他以“心为主,

技为从”为美育原则，尊重儿童的天性，保护儿童的个性，

认为儿童有着自己的想法，不应把大人所认为正确的技法强

加在儿童绘画上，立足儿童切身需要和发展,尊重人的自然本

性,保护最初“童心”。儿童作画的最大特点便是笔简意趣，

虽技法幼稚随意，却是遵循初心，表达眼之所见、心之所想、

情之所至。童心和同情心让丰子恺感同身受周遭事物抓住一

幕幕画面，直觉、即兴的浪漫主义构成了独特的风格。儿童

在绘本创作时往往把自身情感移入故事、融进自然中，有时

可能就寥寥数笔就已满足于他们当时的即兴表达，虽稚拙却

生动，而在当掌握了各种绘画技法技巧后有了“枷锁”又有

可能失去酣畅淋漓的笔触。儿童的记忆量其实很大，将容易

被淡忘的点点滴滴牢牢记在了心中、画在了书中。丰子恺的

画遵循中国画的“留白”，笔画不要多，把意境留出来，捕

捉一帧帧幻像。泰戈尔在看了丰子恺的画作后说：“艺术的

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13]。”他认为这

些画作表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理想世界，而这也正是画家一

生都在追求的理想世界即儿童世界。他认为儿童阶段是人生

中的“黄金时代”，儿童的画作也不应拔苗助长，顺应其奇

思妙想，便会生发出无限的艺术生命力。儿童的世界更接近

真实，“着墨不多”的即兴之作与绘本故事的连续性使儿童

绘本有了统一变化的艺术平衡感。

丰子恺的美育思想关注人的内心世界，他认为儿童对一

切事物充满着同情心，抱着浪漫主义欣赏与发现这个世界。

中西文化的融合对丰子恺的艺术风格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形

成写意与写实相互统一的漫画风格，儿童绘本创作与他所持

的艺术初心更接近。儿童审美情感是儿童美育的重中之重，

丰子恺的艺术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获取灵感，经过自身的艺术

实践与理论反向对儿童绘本的创作方向有着审美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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