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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图画书研究、书评以及作品研究等内容，所载研究文章不乏以新视角观照经典作品
之文。其中，在图画书研究一文中，陈俊运用多模态认知诗学中的图型－背景理论解读儿童绘本的多模态表
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论及儿童在阅读绘本过程中的认知加工过程。黄凯一文以客观平视的立场对王泉根

的学术专著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和尚存的不足作出了概括。在作家作品研究中，褚慧玲以后殖民

理论的视角解读《柳林风声》，分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中心式的种族优越性特征对作家创作的直接影

响，从而追寻文学作品具有后殖民特征的原因所在。李琦通过对秦文君幽默风格的转型研究，透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风格向“儿童心性”的转变。

儿童绘本的多模态特征与读者认知机制启用研究

陈　俊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摘要：儿童绘本是一种多模态语篇，其通过多种模态之间的协同作用来叙述故事。著名儿童绘本《我爸爸》

除了充分利用多种模态共同叙事外，还构建了能够引起读者兴趣和注意力的吸引子，随着吸引子的变化，语

篇中的图形与背景也会相互切换。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启动认知机制注意语篇中的图形与背景，从而

更好地理解多模态语篇所传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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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儿童教

育，而作为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儿童绘本，

其内容涉及文学、教育、科普等多个方面，因其具有趣

味性、科学性、教育性，因而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着重

要的地位。从儿童绘本的文本特点看，其具有典型的

多模态性，即由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符号构成

的一种特殊语篇。这种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具象

性语篇作品更容易吸引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因为受到图像、文字、色彩等模态的共同刺激，儿童不

仅能够享受看图和读文的双重乐趣，阅读水平也得到

提升。本文首先从回顾多模态语篇相关理论和认知

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入手，然后综合运用这些理论



来分析儿童绘本的多模态特征以及读者在阅读这类

多模态语篇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情况，以便将来更加科

学、合理地利用儿童绘本进行教育教学。

一、多模态认知诗学理论

多模态也称为多符号，即通过运用图像、文字、色

彩、声音、肢体动作等能够传达信息的多种符号资源

来构建语篇意义，从而实现交际的目的。Ｋｒｅｓｓ＆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提出：“多模态特征是交际中使用语篇的一
个重要特点。一种融合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

交流模态来传递信息的语篇是多模态语篇。”［１］对于

这类多模态语篇的分析有别于传统语篇分析，传统语

篇分析更多地聚焦于研究语言文字与语义结构的相

互关系，而忽视了语篇中还存在除了文字以外的模态

资源，这些模态资源同样对于语篇意义的构建起着重

要作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Ｋｒｅｓｓ等人以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系
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创建了多模态视觉语法分

析理论，这为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

角，即语篇分析不再局限于分析文字，还延伸到了包

括图像、色彩、声音、肢体动作等多模态方面。多模态

视觉语法分析理论运用Ｈａｌｌｉｄａｙ所提出的三大语言
元功能对图像、文字等模态进行分析，却未涉及读者

在阅读（观看或使用）多模态语篇过程中的认知感受

和产生的移情反应。

２０世纪末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的新兴学
科———认知诗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ｅｔｉｃｓ），其理论基础主
要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以英国诺丁汉大学

Ｐｅｔｅｒ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以色列的ＲｅｕｖｅｎＴｓｕｒ为最初的主要
代表人物。刘文、赵增虎提道：“认知诗学基于一系

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和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

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

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２］２认知

诗学关注读者阅读文学作品的心智过程，关注文学

的技巧，这些技巧是人类思想的表现形式。Ｇａｖｉｎｓ
＆Ｓｔｅｅｎ指出，“文学是特定的人类经验”［３］。认知
诗学是关于文学的阅读，就是将认知语言学和心理

学运用于文学文本分析，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式。

而儿童绘本是融合了图像、文字、色彩等的多模态语

篇，属于多模态文学一种。赵秀凤将多模态文学定

义为“多种模态符号参与文学交流，协同作用共同

创建文学意义和审美效果的文学作品”［４］。而将多

模态与认知诗学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人物是 Ａｌｉｓｏｎ
Ｇｉｂｂｏｎｓ，她于２０１２年出版的专著《多模态，认知和
实验文学》（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ｔ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
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在多模态语篇的认知诗学方面进行了
比较系统的研究，构建了多模态认知诗学的理论框

架。这套理论框架适用于分析读者在阅读多模态文

学作品过程中的认知体验，Ｇｉｂｂｏｎｓ指出，“多模态
文学和传统文学的阅读体验存在诸多差异，尤其是

在注意力、音响想象、视觉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５］。而人类认知的基本心理模式也是认知科学

的基础，即图形—背景理论，该理论首先由丹麦心理

学家ＥｄｇａｒＲｕｂｉｎ于１９１５年提出来，他在其著作《视
觉图形》一书中首次提到“人脸—花瓶图”，这是一

幅二维的、图形与背景之间可以动态切换的图像。

由此形成了图形背景的理论，图形就是指某一认知

概念或者感知中突出的部分，即注意的焦点。背景

是指为突出图形起到衬托作用的部分。Ｒｕｂｉｎ的研
究成果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Ｋｕｒｔ
Ｋｏｆｆｋａ的重视并采纳运用。在文学批评概念中与图
形—背景理论最为对应的是前景化（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
ｄｉｎｇ），即指一种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东西的前景
化，或者从背景中突出的技巧。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认为：“在
文学阅读中，我们同样倾向于将某些具有特定形式

的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值得关注。在文学作品中除了

图形可以被看作是前景化的事物，其他元素还包括

视觉符号方面的，比如色彩、图像等。读者在阅读文

学作品的过程中容易被这些突显元素所吸引，而这

些能够吸引读者的东西被称为吸引子（Ａｔｔｒａｃｔ
ｏｒｓ）。”［６］１８在文本中，新奇性是吸引子最主要的特
征，它把读者注意力从一个元素吸引到另一个新的

元素。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不自觉地用一个事物作

为认知参照物去观察、说明另外一个事物，即选择某

个背景作为参照点，以突出图形特征，这就是图形—

背景理论中的突显原则。本研究将重点运用多模态

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儿童绘本多模

态的表征特点以及读者在阅读多模态儿童绘本过程

中的认知加工过程。

二、理论应用

（一）儿童绘本的多模态叙事特征

　　本文选取著名的英文儿童绘本《我爸爸》［７］（Ｍ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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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ｄ）为例，首先分析其多种模态的表征形式，然后运
用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解读读者在阅读多模

态语篇时的认知加工过程。该绘本的创作者安东尼

·布朗于２０００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Ｈａｎｓ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Ｍｅｄａｌ），他是一位被英国《卫报》誉为
“天才”的超现实画家。《我爸爸》描绘了一个孩子心

目中有时勇敢强壮无所不能、有时温柔无比、有时也

会做一些傻事的父亲形象。该绘本可以说是作者对

所有父亲的献礼，然而从安东尼·布朗的生平看来，

这一绘本是对自己已逝父亲的一种纪念。

安东尼·布朗表示：“在绘本《我爸爸》里，爸爸

身上的黄褐色格子睡袍、睡衣和鞋都是自己父亲的衣

物，多年来收在箱子里，上面还留着父亲的味道。”而

睡袍上的格子图案不仅出现在爸爸身上，甚至还出现

在该绘本的封面、环衬以及扉页烤面包机所烤出的一

片非常特别的吐司上面，见图１、图２和图３。

　　可见，在安东尼·布朗的眼里，身穿黄色格子睡
衣的父亲身影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从多模态语篇

分析角度来看，创作者充分地运用了黄褐色这一色

彩模态去吸引读者的眼球，读者在拿到该绘本时，首

先会被其鲜艳的黄褐色格子所吸引，进而读者的视

线移动到黄褐格子睡衣图像，这样就达到了创作者

的创作意图。创作者在绘本中除了运用鲜亮的黄褐

色，还使用了比较耀眼的红色和吸引人的绿色。

除了运用了色彩模态，安东尼·布朗还借助了其

他叙事模态———图像和文字来传达意义。儿童绘本是

由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符号组合而成并能实现意义

传达的一种多模态语篇。创作者在绘本中的图像、文

字等模态运用独具匠心，例如用动物来形容“爸爸”在

生活中的各种形态：“爸爸”饭量大得像马一样；“爸爸”

游泳的速度与鱼一样快；“爸爸”像大猩猩一样强壮；

“爸爸”快乐时像一头河马，等等。见图４和图５。

　　这些图像都十分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使读
者从绘本中的动物身上感受到“爸爸”所具有的勇

敢、力量、速度、强壮、乐观的特质。创作者将“爸爸”

身上的这些特点通过具体的动物图像模态展示给儿

童读者的同时，还辅助使用了文字模态，如图４中的

Ｍｙｄａｄｃａｎｅａｔｌｉｋｅａｈｏｒｓｅ，ａｎｄｈｅｃａｎｓｗｉｍｌｉｋｅａ
ｆｉｓｈ．（我爸爸吃得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图
５中，Ｈｅ′ｓ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ａｓａｇｏｒｉｌｌａ，ａｎｄａｓｈａｐｐｙａｓａｈｉｐ
ｐｏｐｏｔａｍｕｓ．Ｈｅ′ｓａｌｌｒｉｇｈｔ，ｍｙｄａｄ．（他像大猩猩一样
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真的很棒！）就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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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说，如果他们对于绘本中的文字含义不是完全

理解的话，可以借助绘本中“爸爸”被比喻成形象逼

真的动物图像来增加对“爸爸”特征的理解。正如

ＤａｖｉｄＬｅｗｉｓ所说，“图与文的关系是相互激励的，图
像对文字的内容进行阐述、补充”［８］。这时在图、文模

态共同叙事表达意义的过程中，图像起到主要的作

用，文字模态有辅助说明图像含义的作用。

（二）多模态儿童绘本的读者认知机制启用

具有图像、文字、色彩等多模态特征语篇的儿童

绘本，比较符合儿童的阅读特点。多模态特征语篇

中的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协同作用，共同参

与构建语篇的意义。儿童阅读这类绘本的过程，实

际上就是调动自己的视觉、触觉等感官去解码绘本

中图像、文字、色彩等模态符号所传达意义的心理认

知过程。读者在阅读欣赏多模态语篇时首先会被特

别的图像、文字或一些色彩等吸引子所吸引，这些突

显的、成为注意焦点的元素就是图形，而暂时被用来

参照的事物成了背景。

从绘本中“爸爸”跳过月亮和走高空绳的两个

连续页可以看出，由于吸引子的变化可以使图形与

背景相互转移，见图６。

当读者翻到图６左侧一页的时候，首先映入读
者眼帘的是“爸爸”跳起来的图像，此时的“爸爸”依

然上身穿黄褐色格子睡袍，下身穿蓝白相间的格子

裤子（其实“爸爸”的这一着装一直持续到该绘本故

事的结束）。Ｓｔｏｃｋｗｅｌｌ认为，“在大多数叙事虚构作
品中，人物是图形，他们所处的环境是背景。”［６］１５安

东尼·布朗为了表达出 “爸爸”能够跳得高而且很

棒的形象，将“爸爸”这一图像置于这样的背景下：

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月亮；地面上矮小的房屋、树木；

一只惊呆的小狗以及带着汤匙向右跑的碗。这些周

围的事物都显得那么渺小，因而都成了读者的认知

参照物。这样“爸爸”的图像在图６左侧整个多模
态画面中，便很容易成为读者注意的焦点，被突显变

成了图形。读者阅读该多模态语篇时，眼睛首先会

被周围参照物所突显的、穿鲜艳黄格子睡衣的“爸

爸”形象所吸引。同时，读者再借助位于“爸爸”图

像下方的文字内容，即“Ｈｅｃａｎｊｕｍｐｒ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ｔｈｅ
ｍｏｏｎ”去领悟该多模态语篇的图像、色彩和文字符
号协同作用所传达的“爸爸”很棒的含义。在图 ６
右侧的图像中，“爸爸”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杂技演

员，他稳稳地走在绳索上，白云都忍不住给他戴上一

顶雪白的皇冠！在“爸爸”的右侧，一双小袜子也不

由得跟着他走起绳索来。此刻，读者观察到的画面

是一个展开双臂、像杂技演员的“爸爸”，他稳稳地

走在绳索上，依然是黄格子睡袍的打扮。如果读者

首先将注意力集中在绳索上行走的“爸爸”身上，那

么他就成了注意的焦点，是被突显的部分，“爸爸”

就被前景化为图形，而“爸爸”脚下的绳索、绳索上

五颜六色的袜子、地面上绿色的树林、头顶上蔚蓝的

天空和几朵洁白的云彩则起到了衬托的作用，这些

实体暂时成为背景。这是因为在蓝天、大地的背景

下，绳索上行走的“爸爸”显得小了。“根据完形心

理学的理论，图形的确定应遵循‘普雷格朗茨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ａｇｎａｎｚ），即通常是具有完形特征的
物体（不可分割的整体）、小的物体、容易移动或运

动的物体更容易被视为图形。”［２］２４此时，在蓝天、大

地的大背景下，在绳索上移动的“爸爸”显得小了，

便成为图形。袁文娟和马菊玲认为：“在文学阅读

中，文本通过一系列吸引因子捕获读者的注意力，保

持它们在读者阅读过程中的焦点地位，也可以中断

或覆盖读者注意力，逐渐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下一个

文本特征。”［９］在图６右侧的图像中，袜子、树林、天
空和白云这些暂时被背景化的实体，也会因为读者

的关注角度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读者会注意到

“爸爸”所站绳索上夹着的各种颜色的袜子，此时袜

子吸引着读者的注意，成了吸引子，而读者的兴趣和

注意力马上又会被绳索上最右边的一双与众不同的

袜子所吸引。这双袜子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

们立在绳索上的，而不是被夹在绳索上，或者说他们

被拟人化了，正学着“爸爸”的样子也在绳索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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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这时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换，原来被

当作背景的袜子现在成为图形。在这图形／背景转换
的过程中，读者的眼睛起到了控制的作用，而吸引读

者注意力的元素是这些吸引子。读者凭借这些图像

吸引因子和图像下方的文字符号“Ａｎｄ（ｈｅｃａｎ）ｗａｌｋ
ｏｎａｔｉｇｈｔｒｏｐ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ａｌｌｉｎｇｏｆｆ）．”去理解“‘爸爸’
还会走高空绳索，而且不会掉下去”这样很棒的形象

就容易多了。

接着，绘本的下一页是“爸爸”和大力士摔跤以

及参加跑步比赛，见图７。

读者们都会觉得“爸爸”真的很棒，特别是儿童

读者们更会将“爸爸”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

图７左侧中，“爸爸”勇敢的英雄形象是通过摔跤台
上与大力士摔跤刻画出来的。“爸爸”将身强力壮

的大力士头抱着，快要将大力士摔倒了，摔跤台下坐

满着观看这场摔跤比赛的观众。显然“爸爸”和大

力士被置于整个画面的中间，成为台下观众的焦点，

读者观看到这一页，“爸爸”和大力士也就成了读者

的关注点，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因而“爸爸”和大

力士是图形，摔跤台和台下观众等周围环境起到了

衬托作用，成为认知参照物，构成了背景。在图７右
侧中，从“爸爸”跑在队伍最前列的位置以及“爸爸”

胸前红色的“１”可以判断出，“爸爸”在运动会比赛
中，应该跑了第一名。而让读者能够将自己的注意

力聚焦在“爸爸”身上，并且意识到他得了第一名，

是由于“爸爸”图像被前景化了。他身处蓝天下，身

后是一起参加运动会的人员，这些是“爸爸”周围的

背景。而最吸引读者兴趣和注意的应该是“爸爸”

胸前红色的“１”，其鲜艳的红色和数字“１”都会给读
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从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形成了

图形。

总之，在绘本《我爸爸》中，创作者综合运用了

图像、文字、色彩等多种模态来叙述故事，传达意义。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调用自身感官系统注意

到多模态语篇中所突显的部分，即图形，从而在大脑

中构建起对多模态文本的感知意义。

三、结语

本文运用了多模态认知诗学的图形—背景理论

对安东尼·布朗的儿童绘本《我爸爸》（ＭｙＤａｄ）进
行了尝试性的解读，发现该绘本以图像、文字、色彩

等多种模态协同作用，叙述故事、传达意义。“爸

爸”作为绘本的主角，贯穿整个绘本，紧紧地抓住读

者的注意力，从而成为图形。但是，作为图形的“爸

爸”有时也会因读者注意力的转移，而成了背景，原

来作为背景的事物成为图形。因此，绘本创作者在

创作时应多运用一些能够吸引读者注意力、抓住读

者兴趣、引起读者共鸣的模态符号。绘本阅读者们

应尽可能选择符合自身认知特点的、能够刺激感官

系统且有教育意义的绘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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