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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红色主题绘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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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主题”是儿童绘本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围绕传播爱国主义情感而进行创作。红色主题绘本以第三人称叙事、

突出红色主题故事的真实性、关照儿童的故事表达特点；以符合故事内容的色彩和笔触刻画红色主题、融汇摄影和电影等艺术

创作方法、画风契合儿童的情感特征、结合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阐述革命故事，对于激发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感起到重要作

用。但是，红色主题绘本在创作和推广方面仍有较大空间，培育红色主题绘本创作团队、以红色主题绘本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以亲子共读促成红色主题绘本传播等方式是创作和推广红色主题绘本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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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ldren’s Revolutionary-themed Picture Books
WU De-qin

(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 Maanshan 243041, China)
Abstract:“Revolutionary theme”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me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 cre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
tion of patriotic feelings. The revolutionary-themed picture books are narrated with third person, which highlight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tory and cares for the children’s story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picture books depict the revolutionary theme with the color and
brushwork in line with the story content, integrate the artistic creation methods such as photography and film, match the emotional char⁃
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the painting style, and elaborate the revolutionary story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folk art form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rousing children’s patriotic emotion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cre⁃
ation and promotion of revolutionary-themed picture books. The effective ways are as follows: cultivating the production team, promot⁃
ing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themed picture books through parent-child reading.
Key words: children; revolutionary-themed; picture book

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代表着喜

庆、热闹与祥和、幸福、豪放、斗志、革命、轰轰烈

烈、激情澎湃等。红色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

图腾，中国原创图画书《团圆》在英国出版时，特

意修改了封面和前环衬的图画和颜色，通过浓

浓的中国红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纳这本有着中

国情的原创绘本。红色本为纯视觉产物，作为

中国革命的表征成为人们内在精神气质的象

征，寓意曾被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生活在黑

暗的世界中，从精神上依赖光明，向往光明。斗

志昂扬的红色精神，如一头斗牛眼中映射出红

色的火苗，奠定了革命的胜利，为以后安居乐业

的生活不顾一切朝前冲，为此更加丰富了“中国

红”的情感内涵[1]。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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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在现代社会的语境

下，再一次受到人们的追捧，因为它们具有“时

空超越性”、“内涵的普适性”和“民族文化史诗

性”等特征[2]，被人们奉为“红色经典”。此时，

“红色”已经具备了更宽泛的含义。以革命故事

为例，目前在电影、电视、图书、动画等多种载体

中对革命故事进行了重现，被不同行为主体在

各种语境中赋予了多重意义，成为文化符号，使

生活与那个时代的人产生心灵共鸣，为当代社

会文化生活注入活力。

一、红色主题绘本的内涵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

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红色的记忆。著名

画家陈履生指出，在艺术创作中，“红色主题”指

的是“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主要是指那些具有

鲜明时代特征、政治诉求的这样一种主题的创

作。它包括抗战时期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解放

战争时期、新中国以来以各个政治运动以及与生

产建设相关联的这些作品；还包括以毛泽东形象

为题材的作品。红色主题是一种特殊题材的主

题创作。红色传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凝聚正能量和建设新时期社

会主义的力量源泉，红色主题本身亦有着丰富的

精神内涵和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特征，

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开放年代，红色文化的传播正

在有意识地综合运用各种传播载体和传播手段，

使红色文化传播在深度和广度上有着更大的突

破，以求产生更加多元的影响，并快速地内化为

接受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3]在

新媒体时代，绘本是适合儿童的红色文化传播途

径之一。儿童绘本通过图文合奏的方式，通过书

籍本身所具有的要素，成为受到儿童喜爱的读

物。绘本具有艺术符号的特点，通过文学语言和

具有连贯性、叙事性的图画，将语言符号和图画

符号相辅相成地共同着力，展现出绘本所独有的

艺术魅力。目前，随着我国原创绘本的发展，红

色主题融入绘本创作领域，如红军长征系列绘

本、和平鸽绘本等，以儿童的视角，或以儿童喜欢

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战争年代中的儿童的故事，

对激发儿童爱党爱军爱国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

用。

二、、红色主题绘本与儿童爱国主义教育

我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非常重视对儿童

实施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品德教育，他认为，“施

以良好的教育，则将来成为良好的国民，倘施以

恶劣的教育，那么将来成为恶劣的青年了”[4]；徐

特立也在他的《论爱国主义教育》一书中也明确

要求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幼稚园开始；而詹龙泽提

出了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热爱中国

共产党，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中国人民解

放军”[5]，三者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

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浴血奋战，不可能有

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保卫，我

们的国家也不可能存在，所以，爱国必须爱党和

爱军。

在儿童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式上，李道佳认

为，对儿童的爱国主义教育应注重培养情感，这

是指对幼儿进行有关爱国主义教育应以培养情

感为重，幼儿正处于情感优于理智的发展期，情

感易于被激发。陈鹤琴指出，儿童的性情与情感

是从儿童时期陶冶、培养的。在幼稚园，音乐、图

画、文学等是培养儿童情感、道德主要途径。布

鲁纳也指出，任何学科都能够用在智育上是诚实

的方式，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

所谓“智育上是诚实的方式”即把复杂、抽象的事

物转化为简单、形象的事物，适应儿童的心理发

展水平，因而在儿童期采用合适的方式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是可行的。

红色主题绘本围绕长征故事、战争故事、革

命英雄的故事来展开儿童爱国主义教育，运用文

学与图画的表现性来向儿童展示战争中的苦难、

艰辛和丑陋。红色主题绘本通过文学和图画艺

术的方式让儿童以审美的方式感性地触摸历史，

对于儿童早期历史观念的形成乃至爱国主义情

感的激发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一本好书未必

能找到最完美的解释，也未必能回答儿童的疑

问。但它能提供一个‘体会的过程’，让儿童学会

打开情感的出口和入口。”[6]41儿童在阅读绘本时，

可以依靠语言、图画来想象陌生的事物，体会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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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感情，从而建立起一种情感沟通。

在新媒体时代，红色主题绘本是适合儿童的

红色文化传播途径之一，以绘画作为讲述故事情

节的主要手段，通过少量文字，以图文合奏的方

式向儿童讲述曾经的红色革命故事。红色主题

绘本在尊重革命故事的基础上，通过儿童易于接

受的阅读方式感染儿童的情绪，激发儿童的爱国

情感，填补儿童红色教育的空白。

三、儿童红色主题绘本的表现性特征

美国女性美学家苏珊·朗格提出了艺术符号

理论，“符号论是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开启精神生

活的钥匙，而精神生活是人类独有的，它体现出

高于纯粹动物性的水平”[7]616。从红色主题绘本的

创作角度而言，红色主题绘本的创作受到社会文

化的影响，其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

儿童的价值观。有研究比较了中国、欧美和日本

绘本中儿童形象的审美偏好，其中46.7%的儿童

“最喜欢”的为中国的绘本人物形象，儿童在阅读

本土故事时更容易产生对故事中的人物和故事

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因而有家长表示，有必要给

儿童读红色主题绘本，儿童有必要了解革命历史

知识。

对于儿童红色主题绘本来说，其面向的读

者是儿童，而让现在的儿童去感受年代久远的

历史故事，这对于绘本创作者而言是较大的考

验，对绘本中的语言和图画创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绘本作为儿童文学作品的一种，其语言

与图画都属于表现性的艺术符号，在表达和激

发情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红色主题绘本中

的故事内容真实，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感知文

字和图画对爱国主义情感的表达，儿童的爱国

情感更容易被激发；儿童能够较为感兴趣地阅

读，尤其是战争故事、英雄故事更容易激发儿

童的阅读兴趣。

红色主题绘本的表现性分析可以使用内容

分析法，美国传播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将它定

义为：一种对明显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

量地描述交流的调查研究方法[8]268。其中“解读式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

内容来传达意图的方法。“解读”的含义不只停留

在对事实进行简单解说的层面上，而是从整体和

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

结构，从而发掘文本内容的真正意义。解读式内

容分析法在解读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而绘本解读本身即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而对基于

真实革命故事创作的红色主题绘本进行解读，能

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共鸣。

（一）红色主题绘本中的语言符号

语言是理性思维的符号形式，是推论性符

号，是人类内心深处直觉的反应。值得引起我们

关注的是，语言被苏珊·朗格称之为推论性符号，

其作用就在于表达人类抽象性的、理性的思维，

但在文学创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显然并不包含在

内。与逻辑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在文学中并不完

全遵循固定的语法逻辑，在运用上更为潇洒。文

学语言更多地是融合了作家的感性体验而不是

理性的思维，具体的语言也可能脱离了原来词语

本身单纯的意义而升华成为审美的自由语言。

显然，文学语言仍然属于表现性符号，其作用在

于不脱离感觉丰富精神世界，与作为推论性符号

的逻辑语言相比，具有语言原初的生命力，这就

使得文学语言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途径。

1.以第三人称叙事

在红色主题绘本中，文字作者一般以第三人

称来讲述故事。绘本中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已

经较为久远，故事中大多涉及到英雄人物的牺

牲、战争中的伤亡等，这些话题应以较为委婉的

方式传达给儿童，因而用第三人称的讲述方式是

较为适宜的。在阅读绘本故事的过程中，儿童是

在倾听故事、感受故事中的儿童在战争中的悲

伤、新中国成立的喜悦、英雄人物的激情澎湃等，

而不是直接以“我”来讲述故事，避免让儿童直接

代入。

2.突出红色主题故事的真实性

为突出文学语言的表现性作用，引发儿童

对革命、战争、新中国建设中的爱国情感的共

鸣，红色主题绘本中的相关故事的文字作者以

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或是革命故事的亲身经历

者为主。如在绘本《远去的马蹄声》中，贺龙元

帅的女儿贺捷生亲自讲述了她出生之初的长征

故事。在她刚出生19天的时候，就被父母装在

小马驮着的箩筐里，跟随父母爬雪山过草地，甚

至几次从父亲的怀中跌落而“丢失”。而在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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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柳》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重走了

九曲黄河湾的著名景点“红军柳”，讲述了八十

年前发生的真实的长征故事，小红军侯德明跟

随父母一起长征，却在路上走散了，由红军叔叔

一直护送他走到若尔盖大草原，留在了一户藏

族老夫妻的家里，他把从天子山折下的柳棍插

入草原上，柳棍生根发芽长成“红军柳”，象征着

红军的后人侯德明在草原上长大成人。以上两

个绘本故事内容的真实性和事物的象征性符合

幼儿的认知特点。

3.关照儿童故事的表达特点

和平鸽绘本《南京那一年》由南京的一位历

史学家、八位作家、九位画家共同创作，作家之

一叶兆言指出，向儿童讲述战争故事应以克制

的笔法、不出现任何血腥杀戮的场景，间接传达

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黑暗中闪现的人道主

义关怀，这是国际公认的战争题材绘本的常见

表达手法。这本绘本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用

有趣、美丽的方式表现重要的事情”。书中运用

儿童的童年游戏展现了大屠杀之前的南京普通

人家的快乐生活，并且以一年四季从元宵到清

明再到端午、盛夏、中秋及至下元节中发生的故

事展现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在字里行间

描绘了中国人的安定生活。但随着“破城日”的

到来，作者却不用文字去描绘战争的创伤，而是

将文学语言的表现性让位于图画语言，用灰色

的画面来营造悲剧气氛。最后以史学家对历史

的客观叙述作为结尾，让阅读者感知这段历史

的沉重。让儿童在阅读了文字和图画之后，获

得精神上的欢愉，而在最终通过客观的历史叙

述让儿童感知战争的凝重和悲伤，类似于写作

手法中的“先扬后抑”。

（二）红色主题绘本中的图画符号

苏珊·朗格指出，很多人类内在的丰沛情感

可以用语言进行粗略的外在描述，却无法借助理

性思维的推论性符号全部呈现出来。因而，艺术

这一感性思维的符号形式，表现人类内在生命活

动情感的符号形式，能够完整地映现出人类多样

化的内心世界，恰好能够抓住人类内心世界里转

瞬即逝的情感。如同苏珊·朗格反复确认的那

样：“艺术完完全全是表现性的，每一个音响，每

一种姿势，无不如此。”[9]70她又指出，“艺术，这种

特殊的符号形式”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隐喻或一种

非推理性的符号，它表达的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东

西。”[10]25

1.以符合故事内容的色彩和笔触刻画主题

在红色主题绘本中，为突出表现红色主题，

图画的艺术表现作用尤其凸显。在长征系列绘

本中，大多数绘本都设计为大开本，并且该系列

绘本的封面均采用有颗粒感的材质进行印刷设

计，以展示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发生的故

事。在绘本的画风等方面，图画也较好地表现

了红色主题绘本的故事内容。如在长征系列绘

本中，《大郭小郭行军锅》的图画作者孟子茹运

用黑色粗线笔勾勒出大郭、小郭等人物形象、黑

色的破旧铁锅以及故事发生的场景。在长征途

中，战士们的穿着和面容、泥泞的沼泽都是黑色

的，而这也象征了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饥饿交

困。但在人物的军帽和军装中专门用明显的红

色突出了红五星徽章和红领章，突出地展示了

长征途中党领导战士们突破重围、用生命谱写

长征途中的赞歌，展现了一口锅牵起的两代人

的革命情感。

2.融汇摄影、、电影等艺术创作方法

日本的杉浦康平认为，书籍和电影、电视一

样是每个瞬间的重叠，它伴随着戏剧性的变化流

动着，而图画书正是充分利用这种戏剧性成为纸

上电影[11]。在绘本《远去的马蹄声》中，画家沈尧

伊的图画很好地契合了故事的内容，贺龙将军在

长征途中将刚出生的女儿抱在马背上，此处的绘

画运用了类似电影低角度镜头的方法，引出贺龙

将军这样一个关键的角色，从而将马背上的军人

的勇敢威武、怀抱女儿的父亲的柔情关怀在写实

的画面中让厚重的历史感得以彰显，豪放而精细

的笔触，让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作品因此兼具

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风采。

在绘本《爸爸的木船》中，作者用水彩和细勾

线笔描绘出关于等待和传承的故事，故事的主要

人物有小树、小船和远方，小树的爸爸是一位艄

公，帮助红军战士渡河执行紧急任务，后来成为

一名解放军战士后离开村子，小树就开始了漫长

的等待爸爸的过程。随后，小树长大了，将童年

的伙伴一个个渡离了村子。当小树的儿子小船

长大以后，他又把小船送到城里去学艺。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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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船的儿子远方出生，小树和孙子远方坐在船头

看向远处。在该绘本的几乎每一个对页中都出

现了小树、小船这两种事物，对“树”这一形象的

描绘大多数是采用摄影中仰拍的方法，细致地描

绘了树根树干等，体现小树对革命精神的继承，

也暗示了解放军战士挺拔不屈的精神。而在绘

本结尾处，小树的儿子从城里学艺归来时乘坐的

红色客车，带着远方回来探望小树时乘坐的红色

小汽车，暗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人

们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3.画风契合儿童的情感特征

绘本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儿童，而要向儿童

展现战争的哀伤，需要创作者契合儿童心理特

征。儿童的情感具有强烈性，在审美活动中能

够投入最彻底的情感，容易被故事中的情节感

染。儿童的现实生活也不都是美好的，还包含

对美好生活的破坏，儿童对悲剧情感的体验有

利于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让儿童在审美

中适度地感受生命的苦涩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但要注意在形式上做艺术化的处理。在《南京

那一年》中，故事内容围绕着南京大屠杀来徐徐

展开，为了展现战争的悲伤，绘本的画风从明媚

逐步过渡到灰暗。绘本首先写实地呈现了四季

典型中国节日的美好画面，将节日的喜庆与绚

丽用大胆鲜艳或清新明媚的色彩来展示，而在

大屠杀到来之前，绘者用水墨画表现渐渐变得

灰暗的画面。破城对于儿童来说是成人疯狂的

交战行为，因而需要避免运用写实的画风，而改

用写意的水墨画更适合表现城市遭遇的灾难。

并且整本绘本中的图画由武建华等9位南京画

家共同创作完成，画面中的人物服饰、建筑物与

历史原貌极大符合，鼓楼、新街口、夫子庙等地

标性建筑在绘本中悉数出现。绘本的图画中蕴

藏了丰富的细节，如黑色或灰色的房顶、米字窗

等展现战争年代的城市风貌，人物脸上从喜悦

到惨淡、忧愁、惊慌的表情，暗示着战争给普通

百姓带来的伤害，大屠杀之后飘落的带有鲜血

的红色银杏树叶等暗示着生命的凋零。而这样

的象征性手法与语言表达融会贯通，向儿童暗

示了革命过程中不可预知的生命消逝。

4.结合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形式

《我的大英雄》系列剪纸丛书则将中国传统

的剪纸技艺与红色主题相结合，用中国特有的

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战争中的英雄故事。剪纸这

一民间艺术已在一些绘本中运用，但和红色主

题绘本的结合尚属首次。该系列绘本用剪纸表

现非虚构类革命故事，包括杨靖宇将军、巾帼英

雄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战斗英雄黄继光、伟

大的战士邱少云、革命烈士刘胡兰、人民英雄董

存瑞和雷锋的故事，这些英雄人物虽处在不同

的年代，但都在生命历程中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既大力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又积极弘扬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文化。热爱祖国与热爱传

统文化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核，该系列绘本在讲

述红色主题故事中便融合了高超的剪纸技艺，

融入剪纸大师的个人理解和创意，采用拼贴、垫

色、渲染等技法提升了画面的层次感和艺术感，

让儿童更直观地感受英雄故事，实现了传统文

化教育与革命教育的结合。

四、我国红色主题绘本的创作及推广的思考

据当当网的统计显示，2018年、2019年中国

绘本畅销榜前200名中，中国原创绘本分别仅占

总数的4%、7%[12]。儿童红色主题绘本属于我国

本土的原创绘本，而在原创绘本中的红色主题绘

本数量更少，目前以“和平鸽绘本”丛书、“长征绘

本”丛书、“我的大英雄”剪纸丛书为主，但和畅销

榜绘本相比，红色主题绘本的销量极低。某畅销

科普绘本的购买者的评论数达到100万条以上，

而大多数红色主题绘本的评论数仅为100余条；

以图书购买评论分析来看，家长缺少为儿童购买

红色主题绘本的主动性，大多数家长为儿童选购

红色主题绘本的目的为幼儿园要求购买或绘本

馆出于收藏目的而购买。因而，我国红色主题绘

本应在创作及推广上进行思考。

（一）培育红色主题绘本创作团队

目前，从儿童红色主题绘本的销量来看，市

场对该主题绘本的接受程度并不高。我国红色

主题绘本的创作及出版主要集中在 2015 年到

2016年间，数量较少，红色主题绘本的创作仍有

较大的空间。当前我国绘本作者多数是自写自

画，同时担任文字和绘画作者，缺少研发团队的

支持，需要出版社能培育出原创绘本团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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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扶持一些优秀的年轻团队，加以锻炼培

养，另一方面可以聘请绘本编辑为作家进行指

导。正如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说：“绘

本编辑一般都很了解大众喜欢何种绘本，但作者

不一定懂，特别是在中国，无论是绘本作者、读者

还是出版社，对于绘本的理解还远远不够。”绘本

编辑可以在画家创作的过程中就故事的连续性、

文图关系，甚至是绘画的形象、内容的角度等方

面给予及时的指导。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类

的普遍情感，艺术家要把在生活中体验、感受到

的情感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必须对之进行重

新理解、组织和提炼，从而引起普遍的共鸣[13]。尽

管“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绘本阅

读本身是一个个体的、生成性的情感体验，不同

的读者对绘本的评价是多元化的，但艺术建立在

人类普遍情感的意义上，情感意义才是文学作品

的终极的表达，那些得以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是

最好的证明。比如经典的英雄人物雷锋、刘胡

兰、江姐等，他们已然加入到了现实世界，参与世

界，改变世界[14]。红色主题绘本中的故事以非虚

构的革命故事为主，创作团队应让这些故事和人

物形象成为儿童心中的经典。

另外，红色主题绘本除了展现历史中的革命

故事，还可以考虑在主题范围上有所扩大。在和

平年代，依然有无数的英雄在践行着爱国、爱党、

爱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抗击洪水的战士、抗击

新冠肺炎的“逆行者”等；“和平鸽绘本”系列也收

获了部队战士的好评，一些战士希望出版社能够

用绘本的形式体现他们的生活，这也为红色主题

绘本提供了新的创作视角。

（二）以红色主题绘本推进爱国主义教育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印发《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引导全体人民弘

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提出可以通过“组织

推出爱国主义精品出版物”的方式对儿童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和平鸽”系列绘本入选了2015年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20种重

点出版物目录；“长征故事”系列绘本入选2016年

中宣部办公厅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2016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名单”。可见，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通过推广红色主题绘本的方

式进行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因而红色主题绘本

的推广势在必行。对于绘本的推广，除了出版社

的大力宣传之外，还应着眼于多媒体的推广。如

在2016年，中央电视台《开学第一课》节目结合

《远去的马蹄声》和《红军柳》这两本绘本讲述了

其中的红色故事，红色经典点亮了节目，红色故

事也广为传播，让更多的儿童对红色主题绘本产

生阅读兴趣。

另外，从儿童的角度来看，他们总是急于了

解符号与现实的联系，认清里面有什么，是什么，

而不去注意吸引他兴趣的形象外观特征的审美

意义[15]40。在看到绘本图画时，他们总是急于把画

面中的艺术符号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物象联系

起来进行分析与比较[16]。对于红色主题绘本的创

作和推广来说，其中的艺术形象应能和儿童的现

实生活产生一定联系。而设计和开发红色主题

绘本相关的周边产品可以让儿童更直观地和绘

本中的形象互动。周边产品是指跳出绘本而进

行深入挖掘，以创作出与绘本相关联的各类产

品，如文具、服饰等，一方面可以提升红色主题绘

本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主题绘本的立体

感和层次感。原创红色主题绘本只有不断地融

入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新元素，才能使革命精神

在儿童群体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17]。

（三）以亲子共读促成红色主题绘本传播

对于红色主题绘本的购买和阅读来说，家长

既是绘本的购买者，同时也是和儿童共读的阅读

者。以当当网上的红色主题绘本的购买评论来

看，绘本本身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影响了家长的选

购热情。开本是绘本的艺术语言之一，开本的设

计与绘本的故事内容、儿童的阅读需要紧密相

连，目前红色主题绘本的大开本设计、封面材质

的触摸感固然是为配合革命故事中传达的家国

情怀而设计，但未必适合儿童的阅读习惯，很多

家长反映绘本的开本无论对成人还是儿童均较

大，不便于翻阅；也有的家长反映，绘本的封面材

质特殊，运输和阅读过程中容易损坏。看似绘本

创作的细节之处，却往往影响了绘本的艺术表

达。因而，红色主题绘本的艺术创作应更多地参

考阅读者的阅读反馈来进行设计。

另外，亲子共读的广泛流行也促成了绘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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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广泛性与共存性，人际传播是弘扬红色革命

精神的重要载体。红色主题绘本的传播过程往

往是家长和儿童之间的口口相传。无论是对于

当代的家长还是儿童而言，红色革命年代都无法

亲身经历和感知，都依赖于代际传播，因而家长

应在儿童阅读红色主题绘本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指导作用。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和小学结

合绘本开展了亲子阅读、表演、创作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但家长在观念上对红色主题绘本的重视

程度并不高。所以，家长首先应在观念上重视红

色主题绘本的传播价值，红色主题的绘本反映了

爱国、爱党、爱军的革命精神，既是绘本原创精神

的需要，更是国家精神对外传播的需要[17]。通过

这类绘本儿童可以获得未知的情感体验，进而激

发爱党、爱军、爱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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