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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中儿童插图本的图文运作特征
刘增秀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山东省日照市，276800;

摘要：故事可以通过听觉和视觉感知，视觉上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两种方式。中国古籍中有图文结合的童蒙读物，

以及适合儿童的插图小说。西方将这种书籍称为绘本，根据现有创作形式、图文关系相关理论，进行案例分析。

选择西方儿童绘本《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选篇，中国古籍儿童插图本《日记故事》、《西游记》选篇，

从图文关系、配图选择、风格特征方面、对比分析其特征，总结中国儿童插图本的运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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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西方儿童绘本领域中，有关于图文关系的理论，

以及插图与文字是如何互相进行运作的理论。中国古籍

有儿童插图本，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日

记故事》等，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山海经》、《西

游记》等，无论成人还是儿童，都有适合的内容。本文

挑选两个现代儿童西方绘本案例，分析图片和文本的叙

事节奏，以此作为对比，分析中国古籍儿童插图本是如

何运作的。

1 图文运作的理论基础

在有插图的书籍中，需要全盘考量文字与图片各自

承担的角色。文字和图画的关系是多样而复杂的，在绘

本领域中有几种图文关系，有“二重唱”、“对位”、

“干涉”、“多系统”、“反讽”、“接力”、“协同”

等，是相关平衡、相互转化的方式。图片和文字的关系

是刻意的甚至极端的，但在故事里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是

不可避免的，引发图文关系的争端，因为它们是完全不

同的传达方式表述不同的信息。这种矛盾也是一种吸引

力，互相吸引和依赖推动故事的情节。

文字与图片相互作用时，产生了节奏问题。首先插

图的内容并不总是适合描绘故事的关键时刻，一个故事

有多个关键时刻，图片不能将所有的信息囊括，其突出

的是情感因素，用图片的力量烘托情感，正如贡布里希

说“视觉形象在唤起能力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相反在

某些情况下，关键时刻不适合描绘，图片可能会阻碍交

流，重复的内容描绘，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产生乏味

感，不利于激起读者继续观看下去的激情。

文字的阅读是从头到尾流畅式的，图片的阅读是片

段式的，从而改变文字的含义，它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

故事。当图片是静态状态时，文字将产生推动作用，也

使读者观看图片时将注意力放在画面细节中，观察动态、

色彩、大小、形状、肌理等，仿佛时间以及静止，创造

出令人兴奋的节奏。这些插图包括封面图片，扉页上的

装饰，以及正文中的装饰字母等，一些仿佛微不足道的

图片。当打开书籍看到插图时，故事的基调已经被奠定，

将读者带入了情境。如何描绘大于描述什么，插图风格

影响阅读情景，例如阅读漫画时，故事情节与读者是一

种疏离关系，简约的插图形象往往停留在视觉层面，不

易产生情感共鸣。

2 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西方儿童绘本以及中国儿童读物进行案

例分析，案例中对哪些情节进行了配图；不同的配图是

什么图文关系；画面内容中角色动态、色彩、肌理等的

风格诠释，对比其特点。

西方绘本选择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著作《格林童

话》，其中的《青蛙王子》篇，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莉

丝白茨·威格绘。以及《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

装》篇，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杜桑·凯利绘。两位插画

家在儿童插图创作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享有盛誉。中

国古籍插图本选择《日记故事》中的《断壁引光》篇，

明万历中期郑氏聚垣书舍刊本。《西游记》中的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明代杨闽斋刊

本。

在案例中，将文本与插图分别进行分析，文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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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事的基本结构划分为引子、发展、高潮、解决和结

尾。插图部分根据作者对情节的描绘，分布在以上阶段

中。

图片作者自绘

（1）《青蛙王子》。插画作者在插图描绘时，将

插图安排在引子阶段和发展阶段，高潮阶段、解决阶段

和结局阶段均未进行描绘，在书籍的结尾有一张插图。

引子阶段的插图与文本内容相关，是文本内容的描绘，

是互为补充的关系。文本中提到“公主在国王宫殿附近

的大森林中玩耍……无聊时抛手中的金球……那个金

子般的球，就这样落入了井下……”。插图中包含了文

本中提到的背景环境，包括宫殿、森林以及公主的动作，

远处的人物神态体现了对公主此时的忽视，预示着“危

险”，金球即将要丢失，由此引发了后续公主与青蛙的

相遇，进入发展阶段，图片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情节发展。

发展阶段的插图不是文本内容的直接描绘，而是根

据文本的再创造。“公主和大臣们用餐时，青蛙跳到了

公主的身边……公主在漂亮又干净的被窝里睡觉时，青

蛙再次找上了公主……”，插图中对这段情节的描绘，

侧重描绘的是公主的心理状态，青蛙跟在公主的身后，

公主显得厌烦；图片中手拿餐盘的佣人与文本产生呼应，

佣人的神情是新奇的，是“积极”的，与公主形成对比，

也暗喻故事后续发展中是美好的。这张图片也是整个故

事插图中最精彩最复杂的一张，使读者阅读时能够停留

在图片中观察图片中的人物、大小、色彩与肌理，同时

引发对文本的再思考。后面即将进入高潮阶段，作者没

有再次配图，发展阶段精彩的插图引发了读者对文本高

潮阶段的好奇，将空间留给文字。图片与文字交替推动

情节发展，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速度变缓，在书籍的最

后，放了一张插图，让读者在故事结束时产生回味。

插图的色彩安静优美，虽然这与风格有关，但在最

精彩的插图中色彩丰富，运用了不同肌理，人物也多，

情绪刻画也为突出，产生了比较强的情节感。

（2）《皇帝的新装》。作者在引子阶段、发展阶

段和高潮阶段进行了插图描绘，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没

有配插图。引子阶段的插图位于书籍中文字的前面，为

读者提供了画面背景，图片提前于文字，奠定了故事的

氛围，提前将读者带入情境。引子阶段文中提到“皇帝

非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与

子民……”，插图中对这段文字的表现侧重于描写皇帝

的心理状态。皇帝的姿态趾高气昂，只穿了短裤与一双

漂亮的红色鞋子；后面的随从唯唯诺诺，衣着考究。整

体神态夸张，具有喜剧氛围。文字交代事实背景，图片

突出状态描绘，图片与文字接近“二重唱”的关系。

发展阶段的插图与文本内容相同，互为补充。文字

中提到“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地工作，但在织布机上，根

本没有任何东西……他们用两把大剪子在空气中裁

剪……”，发展阶段有两张对这个过程的插图描绘，图

片中的裁缝用剪子的画面与文本相同，而另一个裁缝手

拿量衣尺正在量空气，文字中没有直接描述，读者可以

通过联想与文本产生关系，同时避免了两个相同内容产

生的无趣。

高潮阶段的插图也是最精彩的一张插图，文字的铺

垫与图片的铺垫，共同达到了一个高潮，文字与图片互

为补充。文字中提到“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他实

在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穿啊……皇帝强装镇定的把游行

走完了……”，插图中皇帝光着身子，身后的随从表现

出强装镇定的神情，对面的人群窃窃私语，最边上角落

有一个小孩子，插图重点突出的是皇帝，没有过多的对

人群和孩子进行刻画，这段文字中提到皇帝的任务还没

有完成，他还要继续游行，插图与文字的意图一致，让

读者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皇帝身上。

在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没有进行插图描绘，但在书

页的边角有小的插图装饰，细节不明显，不足以产生与

文本的联系，作用是对故事高潮的缓冲，引导读者和文

字共同结束故事的阅读。

整篇插图中色彩强烈，人物特征夸张，插画师通过

画面传达一种戏谑、搞笑同时“虚假”的喜剧氛围，这

种“虚假”类似与读一篇夸张的诗，看一场惊悚的电影，

观众知道是不真实的，却带着这种设定看完这场闹剧。

（3）《日记故事》中，以《断壁引光》为例。本

书中由多个短篇故事构成，大多是将插图集中在第三个

阶段，高潮阶段。每两个短篇为一页，一页一张插图，

另一个短篇不配图。插图对文字的描述几乎特征一致，

都是对关键时刻也就是高潮阶段进行插图描绘，但这个

关键时刻往往包含两个阶段的跨度，文字非常简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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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几乎一句带过。图文相关也非常特殊，在现有的

西方图文关系理论中找不到完全对应关系。

文本对高潮阶段的描写，提到“衡穿壁凿引其光照

而诵读，邑大姓，家富多书，衡乃与其赁作而不求

偿……”，这段文字包含了发展阶段，插图中是对这两

个阶段的描绘，插图中左边人物在点烛，中间墙壁有一

个空洞，右边人物透过光照在读书，既描述了高潮阶段

的借光读书，又描述了发展阶段的书是借来的，文字没

有对人物形象或环境、建筑进行细节描述，由图片来完

成，这个空间仿佛是天然留给插画师来描述的。结合文

字来看，包含了从高潮阶段到发展阶段一个时间段的跨

度。

色彩在插图中没有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黑白对比

来表现空间关系，与中国古人对待儿童的观念有关，古

人把儿童看作是成人的缩小，将人古代先贤留下的大道

理，统统灌输给儿童，留下时间让他们去消化。童蒙读

物中也有彩色版本，但人物造型也是冷静的，其中的趣

味性仿佛是不需要刻意放大的。

图片两侧有文字提要，既是内容总括，又是文章题

目，插图更像是对题目的描绘，而题目正是文章核心要

义。在这种图文关系中，插图描绘了文字，文字又给插

图保留了空间。互相辅助，又互相成就。

（4）《西游记》中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

性修持大道生》。插图分别分布在引子阶段、发展阶段、

高潮阶段、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图片在书籍中的分配

与上个案例一致，按照页面进行配图，较长篇的故事占

的书页较多，插图在每个阶段都有分配。每个插图都有

内容提要式的文字，是对文本内容关键情节的提炼，单

独观看插图也可以流畅的看懂全文的故事。

按照文本节奏每个阶段都有配图，插图是插画师根

据书页数量，结合文字内容进行的创作。若将每个阶段

分开来，插图会选择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时刻进行绘制，

如此一来，插图内容又是每个阶段的高潮阶段。根据这

个逻辑，上图中没有将所有的插图集合在图表中，挑选

了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插图，按照文字创作轴线排布展

示。

图文关系与上个案例一致，文字没有对主角或背景

进行细节描述，由图片来完成，并且有相当篇幅的信息，

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看懂，插图只对两侧的文字提

示进行创作，并且跨越阶段，以及有时间跨度。也善于

表现一个动态的时间跨度，如画面中用一片落花表示时

间的流逝，但这对于儿童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

另外，在图文排版样式中，有些书籍会按照章节进

行插图创作，每章一幅或多幅插图；有些没有提示性文

字边框，但插图的创作逻辑、图文关系与上面两个案例

相似。

3 研究结果

中国儿童插图本中，插图的数量，不根据文本的叙

事阶段进行排布设计，而是根据页面数量、章节数量等

因素进行选择。

若只有一幅插图，通常对关键性情节进行插图创作；

若有多幅插图，通常分布在每一个阶段，并且是对每个

阶段的关键性情节进行描述。

文本是高度提炼的，章节名称或插图两侧的提示性

标语是情节的提炼，插图往往据此提示进行创作。

画面是冷静的，主角的造型往往只是展示细节，插

图中不常带有气氛烘托性。

4 结论

中国古籍中的儿童读物中，图文关系非常独特，西

方现有的理论没有能够完全吻合的。插图与文字运作的

方式也是独特，插图和文字是互相联系的，互相留有余

地的，文字的高度凝练，给图片创作的空间，图片的细

节描绘给读者提供“驻足观看”的时间，像一个可以停

靠的港湾，让儿童在“大道理”中有休息的空间。极不

活跃的图片与文字推动着书籍的运作。虽然与现代绘本

的运行方式不同，在创作相似类型的绘本时可以作为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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