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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拼贴手法在新世纪中国原创图画书中的应用及思考》一文，从图画书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性方

面提出问题并加以论证；《从民间文学走向儿童文学经典——— 〈格林童话〉作为文学经典的生成》一文，客

观地分析了这一德国本土的民间故事集怎样通过整理、修改，而逐渐从单纯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

发展为顺应发现儿童及儿童文学的潮流的童话故事的过程；论文 《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ＬＲＴＤ教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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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手法在新世纪中国原创图画书中的应用及思考

吴系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拼贴手法作为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在中国原创图画书中逐渐受到关注。在绘画材料上，布艺、

纸艺、泥塑、实物摄影、编织等各种材料被运用到图画书的编绘中；在内容上，不仅有别出心裁的文本

拼贴，也有天马行空的画面拼贴。拼贴手法在中国原创绘本中的运用虽不成熟，但就其作品带给读者的

颠覆性快感和新颖的阅读体验来说，都是对儿童图画书的阅读视野和创作思维的一种开拓与补充。其拼

贴思维也会对图画书的多元开放性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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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贴艺术是１９世纪立体主义绘画发展的产物，
是一种在画面中使用多种材质共同完成的艺术形

式。它颠覆了传统观念，即 “艺术中的真实不等

同于现实中的真实”［１］这一游戏规则，是当时实验

艺术的一大创举。拼贴艺术主要采用将不同类型或

毫不相干的碎片构成一个统一体的拼贴手法。这种

手法后来延伸到文学领域，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理性

叙述方式，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应用最



多。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蓬勃发
展，一些绘本作家和画家们也纷纷发挥自己独特的

创造力，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式，融

入到看似稚拙的儿童图画书创作中。拼贴手法在中

国原创绘本中的运用虽然并不成熟，但也有不少作

家在尝试。而拼贴思维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维，

将会对图画书的多元开放性发展有所助益。

一、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多样性的绘画材料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其大部分图画书采用传统的绘

画方式，媒材运用相对单一。但也有一部分绘本作

家及画家关注到拼贴的艺术手法，将生活中的各种

非绘画材料运用到图画书创作中。绘本是一种图文

合奏、共同叙事的文体。其图画往往是由画面的造

型、色彩、质感及其他构图等要素组合配置起来的，

是传递主题、内容、文字等信息的重要载体。不同

的作画材料有着不同的质感、颜色和纹理，给人以

不同的视觉感受和触觉感受，同时也传递着不同的

主题内涵与创作思考。如：张宁的 《乌龟一家去看

海》，作者将布艺材料以及扎染等工艺应用于插图制

作，使作品显得平稳、温馨、雅致，与这个充满温

暖的远行故事不谋而合；在幸佳慧撰文、杨宛静绘

图的 《亲爱的》中，创作者将各种生活材料拼贴在

一起，如便利贴、金箔纸、旧报纸、小卡片、玩具、

海螺、书本、木箱等等，由此使得小女孩失恃后的生

活更加真实感人；改编自民间故事、梁川绘图的

《漏》，则采用牛皮纸拼贴和水墨画的方式，让这个古

老的故事更添一种古朴的质感；由易鸣编著，金月、

钦吟之绘图的 《大毛线团》，采用毛毡布艺、毛线编

织和摄影相结合的方式，让故事显得更加温馨可爱；

还有熊亮的 《一园青菜成了精》 《什么猫都有用》

《我的理想》等作品，在构图中，像蔬菜瓜果、石头、

书本、作家本人的照片等物品都用在其中，给人一种

真实与幻想相混淆的新奇感。可以说，拼贴艺术是使

用综合材料最广泛、最丰富的流派。它冲出了艺术与

生活的隔阂，使作品抛弃了与普通生活没有关联的神

圣不可侵犯的形象，真正走进了大众社会，拥有了与

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的儿童的一种天然亲近力。

皮亚杰在其 《儿童心理学》中，曾这样描述学

龄前儿童的认知心理：“由于知识、经验、语言、抽

象和概括水平有限，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学龄前儿童

常常根据事物的表面联系和外部特点来判断推理事

物的属性。”［２］因此，在阅读图画书时，学龄前儿童

往往采用一种 “视觉外观性思维”对图画进行再造

想象。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依赖具体的图形符号作为

支撑物，然后才能在头脑中产生关于这一事物的新

形象并产生相应联想。而拼贴艺术的素材往往取自

现实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或物品的影像，这有利于儿

童读者的识别，为学龄前儿童的想象提供更加具体

的参照物。同时，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拼贴材料，

不仅更容易唤起儿童曾经有过的真实体验，而且能

够激发他们主动探索和留心生活的兴趣。

“拼贴艺术在综合材料绘画中不断发展的情况

下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 ‘链接’不同类型艺术的作

用。”［３］在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中，可以借鉴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同时结合现代化的形式方法，创作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作品。例如中国传统的剪纸艺术、

布艺等。其实在中国原创绘本中，利用剪纸艺术的

例子屡见不鲜。郁容便是一个很喜欢运用剪纸艺术

的绘本画家。她说：“做剪纸就像做一种艺术创作游

戏，剪纸成型以后，你可以在纸上排来排去，给剪

纸找到合适的位置和空间进行二次创作，虚、实、

有、无之间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想象。”曹文轩编

著、郁容绘图的 《烟》，以及白冰编著、郁容绘图

的 《云朵一样的八哥》，都是采用绘画与剪纸进行

拼贴的方式创作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伊安编绘的

四季故事系列 《剪纸绘本》、依依编绘的 《地上地下

的秘密》等，都运用了剪纸艺术，作品非常精美。剪

纸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被广泛运

用到图画书的创作中，不仅对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意义，而且更丰富了图画书创作的艺术表现形式，同

时也是让儿童亲近传统艺术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狂欢式的构图设计———画面拼贴

图画书是利用图画与文字这两种媒介在两个不

同的层面上交织、互动来讲述故事的一门艺术。对

于识字不多的儿童读者来说，图画则显得尤为重

要。可以说，在图画书里，图画不再是文字的附庸

而是图画书的生命。

拼贴手法在画面构图上的成功运用，不仅可以

丰富画面的表现内容，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可供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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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空间。在此类图画书的翻阅过程中，读者不必

总是跟着故事走，而是可以更多地参与和互动。这

样，图画书就变成了一种可供游戏的玩具，方便儿

童仔细把玩，培养他们对图画的观察力和理解力。

西姆斯·塔贝克文的 《有个老婆婆吞了一只苍

蝇》，便是在构图上成功运用拼贴手法的一个非常经

典的范例。绘本故事取自美国的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

民谣，讲的是一个老婆婆吞了只苍蝇，然后她吞下蜘

蛛去逮苍蝇，吞下鸟儿去捉蜘蛛，吞下猫去抓鸟儿，

吞下狗去咬猫，吞下奶牛去追狗，最后吞下一匹马后

她就撑死了。然而作者并没有拘泥于这个简单的故事

情节去构筑画面，而是巧妙地采用拼贴手法，将多元

化的素材融入其中，如新闻报纸、明信片、包装盒、

告示、随手撕下的小纸片等日常的小物件，还有关于

鸟的知识、昆虫的知识、狗的知识以及动物们的对

话，等等。这样，作品就显得生动活泼、热闹非凡。

这种无厘头式的拼贴手法，不但增强了故事的幽默感

和趣味性，而且还大大丰富了图画书的表现空间。

玛利亚·尼古拉耶娃和卡罗尔·斯科特在 《教育

中的儿童文学》中，将图文互动关系分为四类，即对

称性关系、增强性关系、对位性关系和矛盾性关系。

对称性关系是指图画和文字讲述同一个故事，作用是

以文配图；增强型关系是指图画和文字互相增强彼此

的叙事效果；对位性关系是指图画和文字分别独立、

平行叙事；矛盾性关系是指图画和文字看起来是矛盾

对立的，从而产生反差的张力。［４］在中国原创图画书

中，大多都采用图文对称的关系设计，而其他三种设

计的创意则相对薄弱。但不管怎样，拼贴手法的运用

无疑是对绘本图文设计创意的一种重要扩充。台湾绘

本作家安石榴的 《星期三下午捉蝌蚪》《乱７８糟》等
作品，便是很好的例子。《星期三下午捉蝌蚪》叙述

的故事很简单，讲的是星期三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

里，一群小朋友去捉蝌蚪。作品没什么情节，更多的

是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对话和天马行空的画面内容，充

满了后现代主义艺术色彩。作者将同一时间、不同空

间的老师和小朋友的不同活动，老师的小时钟，以及

各种鱼、水草、蝌蚪、花、蝴蝶、小朋友的脑袋和

手，等等，都拼贴在画面中，大小不拘，颜色各异，

随意组合。花可以开在老师的脸上，也可以长在水草

上；鱼可以游到老师的衣服上，也可以玩在小朋友们

的指甲盖上。总之，充满拼贴艺术的错乱感及孩童式

的游戏色彩，造型夸张而充满喜感，设色大胆而艳

丽，充分挑战着我们的视觉神经。除此之外，还有熊

亮的部分作品，如 《一园青菜成了精》。该图画书将

蔬菜瓜果和作者本人的照片拼贴到制作之中，最后自

己还跑到荷塘里捧着一节莲藕说 “别走，我们一起合

个影呗”。这种现实与幻想的对接，给人一种时空错

乱的感觉，充满游戏的韵味。

这些拼贴艺术手法的运用，都形成了独具创意

的绘本设计。而拼贴的错乱感则是因为它能把没有

联系的事物拉到一个画面中而产生时空错乱的幻觉，

并且没有固定的视角更突显出画面多片段并置的自

由灵活。这其实有点接近儿童画的特质，即画其所

想而非所见，将所有自己能够想到的东西都画在同

一幅画面上，而不顾图画自身的内在逻辑。或许，

这也是儿童可以接近拼贴艺术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互文性的游戏———文本拼贴

互文性是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

要术语，指的是 “文”与 “他文”之间所维系的

关系的总称［５］５。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常用的戏仿及

拼贴手法，便是互文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拼贴比戏仿的历史短，也与后者有所区别，却

常常被当作戏仿的同义词。其实，拼贴与戏仿的不

同点就在于 “它描述的是一种更中立的混合技巧，

并不一定对目标文本进行批评，也不一定滑

稽”［５］１８。拼贴也不是一种模仿和伪造，而是对不

同作品或不同艺术元素进行再组合的创造性行为。

一些西方图画书作家往往综合运用拼贴与戏仿

两种创作手法，对经典故事和传统文本中的人物、

内容、形式、题材、风格等进行改写，使其达到一

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乔恩·谢斯卡的 《三只小

猪的真实故事》和大卫·威斯纳的 《三只小猪》，

都是根据传统童话 《三只小猪》进行改编的作品。

谢斯卡的版本主要是采用戏仿的手法，从狼的角度

讲述了狼的无辜。在狼的自述中，它并不是故意要

吃掉小猪的，它只是想借杯糖，结果不小心打了个

喷嚏，小猪的房子便被吹倒，小猪就被砸死了。谢

斯卡轻松颠覆了家喻户晓的三只小猪的故事，告诉

我们一切事情的真相都有可能是被歪曲的。而大卫

·威斯纳的版本则综合运用了拼贴与戏仿两种手法。

故事中，三只小猪在快要被大灰狼吃掉的时候，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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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逃到了故事之外，并把书给拆了折成飞机去旅行。

他们先是到了 《鹅妈妈童谣》里带出来了一只拉提

琴的猫，之后又到了 《武士屠龙》的故事里救了一

条巨龙，最后三只小猪、猫和巨龙在故事之外又重

新构建了三只小猪的故事。除此之外，贾尼·罗大

里撰文、安娜·罗拉·坎多内绘图的 《童话里的爱

丽丝》，也是综合运用了拼贴与戏仿两种手法。爱丽

丝先后掉进了 《睡美人》 《小红帽》和 《穿靴子的

猫》的童话世界里，搅乱了其中的故事逻辑，最后

穿靴子的猫把她赶了出来。这些传统故事的互文性

游戏，不仅颠覆了固有的权威性叙事，更给人以前

所未有的阅读快感，由此可以催生更加丰富、更加

多元、更加开放的图画书创作和阅读视野。

虽然在成人文学中，戏仿是个值得争议的话题：

一方面戏仿意味着突破成规、思想解放，另一方面

过度的戏仿又会带来虚无主义的狂欢与庸俗。但是，

对于图画书的创作，适度的戏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一种创造性的游戏，不但可以让儿童打破固有思

维，获得颠覆性的阅读快感，而且还能够让他们在

阅读中学会怀疑，以更加多元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

界。台湾绘本作家安石榴的 《乱７８糟》便是这样一
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描写了一个小公主在去买鸡

蛋的路上发生的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事情。图画书一

开头就出现了一个圆滚滚的王后，她叫国王去买鸡

蛋，但国王懒洋洋地不愿意动便叫圆滚滚的小公主

去买。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王后、国王和公主的典型

形象，而且整个对话更像一个普通民众家庭的生活

场景。后面，穿着红裙子的小公主带着十个鸡蛋侍

卫去买鸡蛋，结果在森林里遇见一只大灰狼。而偏

偏是这只身上写着 “巨兽档案，身长六米，体重

１０００公斤，一般鳄鱼三倍大，吞噬３００多条人命”
的恐怖大灰狼，最后却在母鸡妈妈的歌声催眠下睡

着了。这无疑是对传统童话故事 《小红帽》的一种

拼贴和戏仿，完全颠覆了传统冒险题材童话故事的

叙事套路，打破了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获得一种

令人捧腹的阅读效果。这个 “乱七八糟”的故事告

诉我们，现代儿童的适当冒险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呢。

但是，互文性的游戏也不一定都要产生颠覆性的

叙事效果。互文性认为 “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

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

和深化的作用”［４］。绘本作为一种图文结合的早期童

书形式，简单的文本拼贴反而能丰富作品的文化底

蕴。以林秀穗编著、廖健宏绘图的 《进城》为例。这

部图画书是根据伊索寓言里的一则叫做 《父子骑驴》

的小故事改编而来。原先的故事只有父子俩和一些身

份不明、性格各异的路人，但作者通过角色拼贴的手

法，将路人变成孙悟空、林黛玉、张飞、老鼠娶亲队

伍和八仙等。孙悟空一向顽皮高傲，他说 “天下怎么

会有这么笨的人，有驴不骑”；真性情的林黛玉反感

传统忠孝观，所以她指责老爹骑驴、孩子可怜；张飞

重忠孝节义，指责孩子骑驴、老爹走路为不孝之举；

老鼠是动物，当然看不惯两人虐待动物啦；八仙则一

人一句，简直不知听谁的好；后来遇上了姜子牙才恍

然大悟，还是坚定信念不要过多在乎别人的看法为

好。这种拼贴，不仅赋予了作品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

元素，同时也让这个寓言故事重新丰富起来，变得有

血有肉。此外，还有熊亮的 《京剧猫之武松打虎》和

《京剧猫之长坂坡》，也是将猫的故事和水浒故事用京

剧艺术进行拼接和再创造的优秀作品。

概而论之，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艺术，拼贴手

法其实一直饱受争议。不少西方批评家认为，后现

代艺术、建筑、文学中使用的拼贴是 “对过去空

白或盲目的戏仿形式”，是 “没有价值或无意义的

风格集合”［６］。但是，无论是从它打破了传统的艺

术形式和艺术思维来说，还是从它带给读者前所未

有的颠覆性快感和丰富新颖的阅读体验来讲，拼贴

手法都是对儿童图画书更加开放多元的阅读视野和

创作思维的一种开拓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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