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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画故事，又称绘本，是图文合奏的结果。文字与图画一起，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文字作为时

间艺术，弥补了图画作为空间艺术在表现线性时间流动上的不足。同时，文字作为图画故事重要的艺术元

素，建立起该体裁的文学性韵味和品格，增添了图画书的风格、情调、节奏与趣味，完善了图画书的故事性状

及追求；并且以其诉诸声音的特点使得图画故事能表达更为细腻、深刻的内容，创造了新的故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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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画故事，又叫绘本，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
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的结果［１］。对多

数图画故事书来说，图画占据至少一半空间，文字

必然面临着减省压缩。有的图画书文字交代了故

事的线索与梗概，有的文字只有只言片语，断续存

在，还有少数图画书没有文字的参与。时至今日，

文字仍未从图画书中退出，且以越来越多样化的

面貌存在，因为它的存在，使得图画故事这种体裁

更具艺术魅力。

图画故事中的文字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叙

述性的、描写性的、抒情性的；有采用不同人称的；

有与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有与画面分别呈现的；有

与画面表达内容一致的，也有与画面内容错开、互

补、配合、甚至是对立的［２］……它们实现了文本不

同的、多样的功能，方便了主题、风格等的多元、自

由表达，产生了图画书阅读过程别样的趣味与效

果。通过与图画的对照，我们可以发现，文字有其

不可或缺性。

一、文字能帮助实现图画故事清晰流畅的表达

作为写给儿童的叙事性体裁，图画故事更强调

一种动态性，而其传达情节的主要手段依靠图画。

图像的特点是依靠色彩、形状、光线、空间比例等创

造空间形象，诉诸人的视觉，发挥叙事的作用。由于

媒介不同，与文字相比，在题材和表现手法方面也呈

现出独特的样貌。那些在空间中并列的动作或某一



瞬间的形态，它能明晰地表现；相反，那些在时间上

先后持续的动作，就难于表现。而图画故事传达的

内容是叙事文学，势必要求展现情节过程。体裁采

用了多幅图来叙事的策略，通过一系列具有连续性

的图画，表达前后连贯的动作，能大体展现叙事过

程，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艺术的局限。如《鼠小

弟的背心》，随着同一颜色、款式的一件背心逐渐变

大和不同形体动物的出现，读者可以知道鼠小弟的

背心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因果关系也

能借助一系列图画来表达，如《森林大熊》，通过大

熊上班走神———扛着一袋钱走出铁丝网，走向公路，

走向旅店及走回森林等连续画面，我们可以搜寻大

熊最终回归森林的原因。

然而，不是所有的连续画面都能清晰地传达事

件的前后、因果及承续关系。受篇幅等因素的限制，

必会出现动作的断裂、情节的跳跃、表达的空白和不

充分处。《我说，你是一头熊》中人物缘何会变熊，

尽管画面尽量直观地展现，但对读者来说，仍觉得含

混不清，这时，语言文字的出现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文字与画的基本分别，在莱辛看来，在于画描绘物体

静态而诗则叙述人物动态［３］。画家描绘的只是一

瞬间的情状，所以在描绘现象的连续性方面是不如

诗人的。而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则可以自如地

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自由而灵活地表现在

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关系。有了文字的补充说

明，《我说你是一头熊》的故事开端便显得明晰

多了。

如果说多幅画展现叙事的过程性尚有捉襟见

肘的时候，那么，一幅画之内，则集中了更多的这

种叙事的空白和不充分处，因为它只能选取变化

的自然的某一顷刻，难以表现流动变化的整个过

程。如《逃家小兔》其中的一幅，右边雪山，左边画

着爬山的人，故事显然是想表达有先后关系的某

些动作，即便有前文同类场景的提示，其表达的意

图仍难以清晰把握。诸如此类的空白有时能借助

读者的想象来填补，但很多时候它需借助文字来

实现。才能使得整个故事既篇幅适中，又意蕴丰

富；既留有强烈印象，又完整清晰；既有快速跃动，

又形象生动。

以上我们谈的是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

系的图画故事，对于一些零散的、通过组接或剪辑，

就像电影中蒙太奇手法的“印迹排列”般在一起的

画面，如约翰伯宁罕的《外公》《猜猜我有多爱你》

等，它没有人们所熟悉的一个清晰的故事结构，看上

去支离破碎，这些图画故事就更需要文字支撑其结

构，连缀其意象，勾勒其线索，故事表意才完整而

清晰。

文字作为时间艺术不仅弥补了图画作为空间

艺术在表现线性时间流动上的不足，而且以其诉

诸声音的特点使得图画能表达更为细腻、深刻的

内容。

相对于戏剧、影视等同样具有空间感的综合艺

术，图画故事是完全静态、无声的。戏剧、影视中的

独白、旁白、对话、内心活动等不便于借助视觉表达

的部分，可以通过声音来实现。有人说，图画书是

“纸上的戏剧”，它的不便于借助视觉表达的部分，

便只有借助诉诸声音的文字来实现。通过文字的对

白、独白及旁白等，图画书可以描述角色更幽深隐秘

的内心活动，展现复杂多变、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图画相较于文字，似乎更为具象、生动、客观。

但与文字的自由、方便、灵活相比，它往往篇幅显得

更节制，容量更精简，表达更凝练，更具有一斑而窥

全豹、凭一叶而知秋的特质，由此可看出图画潜在的

抽象性。如果遇上抽象的画风，解读能力尚浅的读

者，图画故事的叙事也会显示出强烈的“陌生化”

效果。

著名作家莫利邦在《图画·画图》中曾说过：

“图像是二度空间，而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里，加上

我们的情感与智性，我们存在的空间就更多元了，当

我们将多重面向的经验，转译或放入四方平面的架

构中时，我们是在做空间的游戏。”［４］二度的图像与

多元的经验之间存在着距离和差异性，这就导致图

画书在表现生活上必然存在着与现实生活和我们的

经验之间的空白。这种图画概括抽象后形成的空

白，尤其是个人化风格强烈的图画所创设的，具有多

重意义的指向性，更多需要依托文字的解说才能完

成意义的建构。如图画故事《爱心树》（〔美〕谢尔·

福斯坦）、《小黄与小蓝》。《小黄与小蓝》中只有黄

和蓝的颜色形状，看不出通常的人物形象，我们只能

依靠文字，确定角色及其生活环境。文字在此出现，

增强了图画表达的指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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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字建立起体裁的文学性韵味和品格

在图画书里，图片是主要的表意手段。它以更

具冲击力、吸引力的方式叙说故事。文字的光彩黯

淡了，好像要隐藏起来了。但图画故事依然不放弃

它，甚至紧紧抓牢它。

美国学者米歇尔在其著作《图像理论》中说：

“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们

实际上与下列差异相关：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

者之间的差异；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道听途说与

亲眼目睹之间的差异；词语的、听说的与经验模式之

间的差异。”［５］

很多学者在给图画书下定义的时候也曾说过，

图画书不是简单的图＋文，而是图×文。图画书中，
图画以它的方式叙说一个故事，文字以它的方式叙

说一个故事，图文结合叙说一个故事，叙事空间由此

得到极大的拓展。从这个角度来谈，文字对图画故

事的作用不仅仅是补充、配合、解释说明的作用，它

对图画故事的构成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其本身

也构成了图画故事的主体。

因为有了文字的存在，图画书增添了风格、情

调、节奏与趣味；有了文字的存在，帮助完善了图画

书的故事性状及阅读效果。

（一）增添了图画书的风格、情调、节奏与趣味

语言本体论者认为：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

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就是内

容。运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他拥有了与那种语言

相配套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６］。文字文本的出

现，进一步营造了图画故事作为一种儿童文学体裁

的文体特征。

隐去图画书的文字，只解读图画，尽管它有着卡

通的造型、夸张变形的手法，营造了儿童故事的氛

围，有些故事有时仍让人觉得它是写给成人的。如

《小房子》中以钢筋、水泥、高楼为主体的画面，黑灰

的色调，冗长、缓慢地变化过程，沉重、压抑、些许无

奈的感觉浸润而来。而增加了文字文本后，单纯稚

拙的叙写，富有节奏感的句子，把人引入熟悉的儿童

表达的情境，天真、烂漫的气息扑面而来，氛围也随

之自由、舒展起来。

《爷爷一定有办法》中图画表达的故事内容丰

富而复杂，由上中下三层图并列推进，共同构建了故

事情节。如果抽离文字文本，只看图画，从中层图幅

的大小，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主故事，从蓝色毯子在小

约翰的身上依次变为外套、背心、手帕、领带、纽扣，

而这一切都有爷爷、妈妈等人参与其中，可推测爷爷

应当是事情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因画面意象的丰富，

加之不可避免的跳跃性以及解读的无限性，图画讲

述的故事给人的印象显得含混、笼统、断裂、又模糊

成一片。配上文字后，通过“约翰说：‘爷爷一定有

办法’和‘爷爷拿起了毯子，翻过来又翻过去’‘用针

飞快地缝进缝出、缝进缝出’”等字眼的反复，不仅

明确了主故事，将故事分成了几个相等的阶段，使结

构明晰，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儿童故事叙事节奏、情节

推进特点，使体裁显现出不同于一般成人文学的

特征。

抒情意味浓厚的图画故事，借助文字也能达到

更强烈的抒情效果。１９８３年获凯迪克银奖的《山中
旧事》，通过一个小女孩散文般的叙述，一股淡淡的

乡愁弥漫而来，简单质朴的山中岁月，透过一行行静

静流淌的文字缓缓道出。

（二）完善图画书的故事性状及追求

陈晖在《儿童图画书的故事、主题及文字表达》

中论述了图画书的故事性状，说它与主要依靠文字

叙述的文学故事有确切的差别，在故事间架、节奏、

画面感等方面通常有特别的性状［７］。显然，文字与

画面的结合，获取了叙事的更多手段和方式，使得叙

事的变化、叙事方式新的组合成为可能，新的审美天

地构建有了更多的可能。

从叙述视角来看，文字拓展了故事的叙事视角。

如《鳄鱼怕怕，牙医怕怕》，图画由于天然的客观呈

现性，带给人的是客观旁视的第三人称效果，文字结

合画面易于转换人物及场景的优势，将叙述者同时

转为第一人称，牙医说“明年见”，鳄鱼说“明年见”；

牙医说“明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鳄鱼说“明年我

再也不想见到他”……《我爸爸》则将一个图画中的

陌生人用文字变为了熟悉的人———“我爸爸”。这

样，文字比画面描述与人物贴得更近了，也拉近了读

者与人物的距离，故事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而在《鳄

鱼怕怕，牙医怕怕》中，一个人物紧随另一个说着一

模一样的话，还产生了忍俊不禁的幽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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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情况是文字叙述与画面内容相反或

错开，形成了或幽默、或反讽、或凸显强调等效果。

有时文字是带有悲伤的，画面是温馨的，如布赫基

农的《象老爹》；文字是静止的，画面却在行动，如

罗伦·乔尔德的《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文字是

美好的品德，画面却是丑陋的行为，如汤米·温格

尔的《三个强盗》……文字与画面构成了映衬、对

比、烘托、渲染等关系，达到了意味丰富的阅读

效果。

从叙事结构上看，有些作者利用文字与图画双

重叙事功能，构成了故事或明或暗的两条线索，分别

讲述了成人与儿童、现实与幻想、生活与心理等不同

的故事。如《大卫，不可以》就写出了妈妈与大卫对

同一件事的不同态度，妈妈以文字出现，大卫以图像

出现。《母鸡萝丝去散步》，文字展现母鸡一线，图

画展现狐狸一线。不同的线索，拓宽了叙事空间，异

质的媒介更易构成多维立体空间，形成多感觉的信

息输入，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有时，画面与文字共同制造了悬念。如《如果

你给老鼠吃饼干》《小猪变形记》，文字在描述完本

页图内容后，预先叙写下一幅图的少部分内容，形成

一个悬念，勾起读者快速阅读下页图画的欲望。

三、帮助诉诸视觉与诉诸听觉

一些图画故事作者非常注重语言的声音要素。

他们利用象声或摹状，互文或回文，双关或谐音，突

破表面字形的含义，引发声音所蕴含或表达的联想，

传达声外之意、言外之情。一些文采斐然的图画书，

往往注重文字的选择、词语的搭配和句式的结构，讲

究抑扬顿挫的声调、轻重缓急的节奏，通过反复、排

比、递进等手法在整体上形成一定的音乐效果。当

儿童读者听到或金声玉振、或甜美温和、或稀奇古

怪、活新鲜有趣、或严肃深沉的声音，感受到或平静

舒缓、或紧张急促、或悠闲自在的节奏时，对故事的

氛围、进程、情感等有了更具体的把握。

儿童图画故事不仅是看的故事，也是听的故事。

图画故事的文字尽管是写在书面上的，更多时候是

以口头的方式被传达的。这种状况是由图画故事读

者的特殊性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字不仅构

成故事、有助于画面的解读，而且通过其声音更好地

帮助传达故事。

在文学世界中，新的语言的使用，意味着一种新

的审美经验诞生［６］，图画故事对儿童文学语言的精

心运用，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天地的营造，世界的

边界由此得到拓展。作家对文字细细推敲，反复锤

炼，使得越来越多的作品展现了多种文字风格，图画

故事也因此变得摇曳多姿，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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