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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画面讲故事
刘增秀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山东省日照市，276800；

摘要：画面的叙事性功能是插图创作的核心原则，在本文中，概述了中国古籍插图中“叙事性”特征，以及作为

叙事载体的装帧方式和图文排版方对叙事的影响。视线在插图中活动，为了更清楚的描述这个视觉过程，运用信

息图表的方式将这种视觉路线表现出来，标记出画面中的“视觉动线”。 选择了几种代表性的书籍装帧与图文

排版案例，分析图片中的视觉元素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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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用画面讲故事，这一原则不仅是插画艺术实践的

核心，更是衡量一幅插图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其核心

在于插图所承载的“叙事性”。在中国古籍中，这种以

“叙事性”为主导的插图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通过生

动的画面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将历史事件、民间传说、

文学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呈现给读者，使读者在欣赏

艺术之美的同时，也能领略到故事的魅力。

在书籍中，叙事性的表现不仅受到图片自身内容的

影响，还受到图片与文字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的

制约。无论图片与文字的关系是紧密交织还是相对独立，

阅读者的视线总会被图片中那些充满“叙事性”的元素

所吸引，这些元素如同一条无形的引线，巧妙地引导着

读者的视线在图片与文字之间穿梭，引导他们步深入故

事的核心，体验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视觉冒险。

而这场视觉冒险的舞台，正是由书籍的装帧形式和

图文排版方式共同搭建的。在中国历代木刻版画书籍的

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多种独特的装帧方式和图文排版

方式，它们不仅丰富了书籍的形式美，更深刻地影响了

图片的“叙事性”表达。例如，长卷式装帧以其连续不

断的画面和独特的叙事节奏，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沉浸式

的阅读体验；而对页式装帧则通过左右两页画面的相互

呼应和补充，构建了一个更加完整和丰富的叙事空间。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古籍插图中的“叙事性”，本

文采用了信息图表的方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图表，我们

将古籍插图中的叙事元素、叙事线索以及它们之间的逻

辑关系进行了直观而清晰的呈现。这些图表不仅有助于

读者更好地理解插图的叙事内容，还能引导他们发现隐

藏在画面背后的深层含义和故事线索，从而更加深入地

领略到古籍插图的魅力所在。

1 特殊的叙事性

叙事性插图是中国古籍插图中的主要类型，其中的

“叙事性”有文学概念之外的含义，通过图片中的内容

进行某种思想或隐喻的体现，善于将非实体比喻为实体。

书籍插图以木刻版画为主要表现形式，画面以线条

表现现实主义作品为主，又忌直接描摹。如郑振铎说“清

逸之诗趣，醇厚之余韵，而不屑于表现人间之丑恶，尤

忌穷形尽态之现实描写”。插图中具有很强的文学性特

征，所以这种“叙事性”插图往往带有启发性。在文字

方面，字体以木刻字形式存在，同时以书法的艺术形态

存在，木刻字与插图之间常用板框划分，从图文关系角

度看，文字与插图可以单独存在互不干扰，在部分书籍

插图中文字成为插图的组成部分。

受古代帝制的影响，书籍是传播统治者思想的有效

途径。其内容适用于叙事性插图，现实主义的叙事类书

籍插图为多数。整体来看，包括自我提升类读物、流行

小说类读物、知识实践指导类读物，以及面向儿童的童

蒙读物，中国古代把儿童视作缩小的成人，虽是儿童读

物，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或成人指导下才可以看得懂。

无论哪种类型的插图，都需要“文本”作为辅助，这种

“文本”的一部分来自于读者头脑中的相关文化基础。

装帧方式和图文排版作为叙事的载体，影响叙事节

奏。本文将装粉方式分为长卷式书籍和翻页式书籍。图

文排版大致分为“上图下文”和单面大幅或双面全幅，

图文具关联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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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插图中的“视觉动线”

用眼睛“阅读”插图中的故事，是一个充满趣味与

探索的视觉过程，本文中将这一独特体验称为“视觉路

线”。为了更加直观、清晰地展现这一过程中插图的“叙

事性”，我们采用了信息图表的方式，将这一视觉路径

具象化为一条明确的“视觉动线”。这条线不仅揭示了

读者视线在画面中的移动轨迹，更深刻地反映了插图设

计者如何通过精心布局与巧妙构思，引导读者深入理解

故事内容与情感

（1）卷轴版式。选《西湖十景图卷》，清代董邦

达绘于乾隆年间，画卷中以隶书标注了五十四处景点，

包含十景在内。长卷中文字以书法的艺术形式存在，图

文内容相关。长卷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从构图和内容

上皆可单独存在，以第一部分为例。虚线代表整体画面

“视觉动线”，圆点代表文字，脑海需中带着“文本”

读图，也可以先读图后读字，亦可循环往复。开始观看

时，a处墨色最重,是视觉聚焦点，b处有红色建筑，将

视线吸引过去，随后以山势的走向指引到 c处与 d处，

且两处有密林，墨色较重，吸引视觉聚焦。e处有山与

密林，将视觉路线引导至 f处，此处有水纹，虽然墨色

浅，以及大片留白形成的虚空间，也可以引导视觉路线。

g处的密林引导视觉路线回到 a处。整体来看，多处景

点以树木或山林间隔，以树枝左右指向区分（箭头标注），

且全卷三段都以树枝指向连贯。

图 1

（2）“上图下文”的图文版式，是中国古代书籍

设计中一种极具特色的排版方式，它将图像置于文字之

上，形成了一种直观而生动的阅读体验。这种版式不仅

丰富了书籍的视觉表现力，还深刻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

习惯与思维方式。以南宋谢叠山选注、插图疑似由明宫

廷画师所作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为例，这部作品在

当时是流行最广泛的儿童启蒙读物之一，其图文并茂的

设计方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明解增和千家诗注》中，插图与文字紧密相连，

相互映衬，共同构建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场景。多人物

的插图中，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了色彩对比与人物姿态的

引导，使得画面中的主角跃然纸上，成为视觉的中心。

以书中某一插图为例，我们可以看到，a处人物衣着颜

色与背景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色彩反差

使得a处人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画面的视觉焦点。同时，

周围人物的视线与动作均指向 a处人物，进一步突出了

主角的地位与重要性。

在色彩的运用上，设计者还巧妙地利用了色彩对比

来引导读者的视线流动。如 a处人物黄色的衣服与头顶

处的长柄扇颜色对比强烈，这种对比不仅增强了画面的

视觉效果，还将读者的视线从 a处人物引导到了粉衣侍

从身上。同样，b处绿衣人物与红色门框之间也形成了

强烈的色彩对比，这种对比不仅突出了 b处人物的地位

与空间位置，还通过 b处人物手的方向指向 d处人物，

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连贯性。然而，d人物与门框同为

红色，这种色彩上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d人物

的空间位置与地位，使得读者的视线更加聚焦于 b处人

物与a处主角之间的互动。

此外，设计者还巧妙地运用了人物视线与色彩对比

的结合，来营造画面的层次感与深度感。如 d处人物的

视线引导向e处人物，尽管e处两人着蓝色与绿色，色

彩对比相对较弱，但通过两人视线的引导，读者的视线

得以顺利地过渡到主角人物身上，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

连贯与统一。同时，c处蓝绿色“山石”与红色门框之

间的色彩对比，也巧妙地突出了 c的空间位置，使得整

个画面在色彩与视线的交织中呈现出一种生动的立体

感。

图 2

（3）单面大幅或双面全幅的图文版式，在古籍书

籍设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不仅丰富了书籍

的视觉表现力，还深刻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以明末

冯梦龙纂辑的短篇小说话本集《古今小说》为例，该书

在版式设计上采用了这一经典手法，每章故事均配有精

美的插图，且这些插图并非随意散布于书中，而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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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顺序精心编排，集中在书籍的前部。这样的设计，

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先在脑海中构建起相应的

“文本”框架，然后再翻至书前的插图部分，通过视觉

的转换与联想，将文字描述与图像画面相结合，从而更

加深入地理解和体验故事。

在《古今小说》中，双面全幅的插图版式同样具有

极高的艺术价值。这种版式不仅保持了单面观看时的独

立性，使得每一幅插图都能独立成篇，讲述一个完整的

故事片段；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微妙的衔接与联系，

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宏大、连贯的叙事空间。当读者选

择单面观看时，插图中的人物姿态、植物枝干、山石排

布以及墨色的浓淡对比等视觉元素，便成为了引导“视

觉动线”的关键所在。这些元素通过巧妙的布局与设计，

引导着读者的视线在画面中流动，从而更加深入地感受

故事的情感与氛围。

而当读者选择双面观看时，这种版式的魅力则得到

了进一步的彰显。在双页之间，左页的人物 a与右页的

人物a在视觉上产生了交集，仿佛跨越了纸张的界限，

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同时，左页主要人物的身体与

视线朝向右侧，而右页主要人物则朝向左侧，这种设计

不仅增强了画面的动感与张力，还巧妙地实现了双页之

间的连接与过渡。读者在翻阅书籍的过程中，仿佛随着

人物的视线与动作，穿梭于不同的场景与时空之中，体

验着故事的起伏与转折。

图 3

3 研究结果

a.在连续性页面中，诸如长卷和对页这类形式，其

通篇插图的“视觉动线”设计得尤为精妙，节奏既清晰

又流畅。创作者巧妙地运用图文排版和画面内容的精心

布局来调控这一节奏，使之既类似于西方绘本中“安全

页”（给予读者平静与安全感）和“冒险页”（激发读

者的紧张与好奇心）的概念，又在此基础上展现出更为

灵活的特性。这些连续性页面既可以被拆分成单独且意

义完整的片段来欣赏，也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独立呈现，

且不同片段之间通过巧妙的画面元素呼应，即便拆分后

再连接起来，依然能够保持叙事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这

意味着在创作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增加或删减

某些片段，而不会破坏整体的视觉体验和叙事逻辑。

b.在单色画面与彩色画面的交替与融合中，艺术家

们利用墨色的浓淡对比以及虚实关系的巧妙处理，营造

出深邃而富有层次的空间感，从而有效地引导读者的

“视觉动线”。特别是在彩色画面中，色彩对比度的精

心运用成为凸显主要角色、构建空间关系的关键。通过

高饱和度的色彩对比或冷暖色调的巧妙搭配，不仅使画

面中的角色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也让整个场景的空间布

局和层次关系一目了然，进一步引导并丰富了读者的视

觉体验。

C.在画面构成中，无论是人物、动物、植物还是山

石等自然元素，都可以成为引导“视觉动线”的重要媒

介。这些元素通过形态上的微妙变化以及色彩与虚实的

对比，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视觉层次，也成为了把控画面

节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通过人物姿态的引导、

动物眼神的指向或是植物枝叶的延伸，都能巧妙地引导

读者的视线流动，使画面在静态中展现出动态的美感，

增强了画面的故事性和叙事性。

d.插图与文字在书籍设计中扮演着既独立又互补

的角色。有些插图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相关文学基础，

才能深刻理解其背后的寓意和象征意义，它们与文字相

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叙事世界。而另

一些插图则更多地承担起了装饰性的功能，它们以绚丽

的色彩、精致的线条或是独特的构图，为书籍增添了一

抹亮丽的风景线，使得阅读过程更加愉悦和享受。长卷

类书籍的阅读体验方式独特而富有魅力，无论是卷轴装、

旋风装还是经折装，都需要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手动操

作，边展开边欣赏。这种互动式的阅读方式不仅赋予了

读者更多的参与感和控制感，也让叙事节奏得以由读者

自己掌控。有些卷轴书籍甚至需要读者翻转到背面查看

信息，这种设计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也让读者在

探索中发现更多的惊喜和细节，从而更加深入地沉浸于

书籍所构建的奇妙世界中。

4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以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及其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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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类型作为深入剖析的案例，旨在通过运用信息图表这

一直观且富有表现力的方式，生动展现中国古籍插图中

所蕴含的“视觉动线”概念。这些图表将详细描绘出眼

睛在插图中的自然运动路线，揭示出设计者是如何巧妙

地利用线条、色彩、构图等元素，引导读者的视线在画

面中流畅地穿梭，从而构建起一个既富有逻辑性又充满

艺术美感的视觉叙事体系。

进一步地，我们深入总结了这些画面中的元素造型

特征，无论是人物、动物、植物、建筑，还是抽象的图

腾与符号，它们都不再是孤立存在的静态元素，而是通

过独特的造型设计或色彩关系的巧妙运用，被赋予了视

觉引导的重任。这些元素仿佛成为了故事中的一个个角

色，它们或引领读者深入情节的核心，或巧妙地揭示隐

藏的线索，或营造出特定的情感氛围，共同编织出一个

引人入胜的故事世界。

此外，我们还特别关注了中国古籍中几种独特的书

籍装帧方式与图文排版方式，如长卷式阅读体验。长卷

以其连绵不绝的画面和逐步展开的叙事节奏，为读者提

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在这种装帧形式下，插

图与文字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既连贯又富有层次

感的叙事空间，使读者在缓缓展开画卷的过程中，仿佛

穿越时空，亲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综上所述，中国古籍插图以其独特的叙事特征和用

画面讲故事的方式，不仅展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卓越智慧

与审美追求，也为当代插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和灵感源泉。通过对这些经典案例的深入分析与总结，

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并借鉴中国古籍插图中的视觉叙

事技巧，为创作出更加生动、富有感染力的现代插画作

品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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