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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文的互动

———论儿童图画书中叙事节奏的表现

张欣媛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服务与管理学院，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１００）

摘要：叙事节奏是儿童图画书中重要的艺术细节。图画书主要通过图与文互动合奏形成的叙事张力推进或

滞缓叙事节奏的发展，运用独特的文字叙述，结合视觉艺术中的页面设计、造型比例、视点转换、色彩变化、

图像组合、框线变幻、媒材运用等多种表现元素形成重复、渐进、跳跃的推进效果。同时，图与文的穿插排列

方式、图画中的细节表现、文与图的特殊处理、叙述空间的巧妙设计等因素也会造成叙事节奏的延宕和定

格，形成图与文的完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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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图画书是将图画作为一个重要的表意元素
运用于文学表现的一种特殊的儿童图书门类。［１］在

叙事类的儿童图画书中，作品以图为主，采用图文互

动的方式来叙述故事。阅读此类图画书，当读者的

视线游走于图文之间时，能体会到不同于单纯的文

字构筑的文学世界传达的节奏美感。它恰似由文

字、图像、色彩、媒材、页面设计等诸元素构成的一部

“交响乐”，具有重复、渐进、跳跃、强弱、对比等多种

变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节奏特点。整部作品有了

节奏，就有了思维的律动，读者能从鲜活灵动的节奏

中体会美感和秩序，作品也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加拿大儿童文学研究者培利·诺德曼（Ｐｅｒｒｙ
Ｎｏｄｅｌｍａｎ）认为：“一本图画书至少包含三种故事，文字
讲的故事、图像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后产生的故

事。”［２］因此，图画书讲述故事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线

性叙事模式，而是包含了图文合奏的多线叙事模式。

在图画书中，单纯的文字叙事往往具有线性发展的特

点。有些故事即便连贯性不强，但也总能围绕作品主



题，或能前后联系，总体符合线性叙事的规律。图画则

是作品的主体，一幅幅图像表现为瞬间的场景，定格的

图画通过同一页面的组合或翻页的联系，完成了时间

的流动。由此可见，如果将文字与图画从作品中剥离

开来看，二者通常能产生各自的节奏。但图画书的独

特之处在于：读者的阅读必须在图文间交互穿梭，图与

文在作品中呈现着交替、避让、咬合等对应或不对应关

系。这种图文“复调”产生的第三种节奏，是图画书不

同于其他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独特叙事节奏。

一、图与文的叙事张力：节奏的推进

图画书的叙事节奏往往建立在一个基本主题的

基础上，图与文在这一主题基础上互动生发，形成富

有规律变化的叙事节奏，推进故事的演进与发展。其

主要表现为重复推进式、渐变推进式和跳跃推进式。

（一）重复推进式

在重复推进式的儿童图画书中，文字与图画共同

介入叙事，使作品具有重复变化的独特韵律和秩序感。

在作品中，文字故事往往具有比对式的重复情节或结

构，图像则会利用书籍页面设计的优势，重复多次采用

对页或跨页的变化，形成故事节奏的强弱与节拍。如

作品《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图画书利用一个跨页的左

右两对页，设计了两个不同角色的比对式叙述结构。

在左右页的比对中，文与图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叙事优

势：文字表现二者共同的心理活动，图画则生动展现了

各自的神态，于是作品呈现了同等强度的二拍子节奏，

并在重复的二拍中推动故事发展（见图１）。

　　图画书《逃家小兔》中的文字也设计了“兔妈
妈”和“小兔子”两个角色的谈话比对。在该部作品

中，设计者巧妙运用了页面和色彩变化相结合的方

式。由两个对页的黑白图像描述它们各自的行踪和

对话，之后出现了一个彩色的大跨页展示母子间的

相处，跨页没有文字。这使整部作品在母子温馨的

对答中，配合翻页，每一重复对话单元呈现三拍子的

节奏。作品在两个单页与跨页的翻页中，因页面设

计和书籍色彩变化，呈现出弱、弱、强的反复视觉节

奏（见图２）。

（二）渐变推进式

作为图画书中重要的视觉艺术———图像，通过

其造型比例、色彩、视点、画面组合等元素的变化，与

作品中的文字相得益彰，就会形成渐变推进式的叙

事节奏。其中图像中最为直观的角色造型，它的大

小比例，会带给读者强大的视觉冲击。有规律的比例

变化，会构成作品独特的韵律之美。如图画书《鼠小

弟，鼠小弟》，文字采用只言片语的方式，部分呈现了

角色的对话。而最为醒目的则是画面中动物们轮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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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称体重的角色造型，每一页的中心呈现一个动

物，其造型比例由小而大渐次变化，使读者的视觉焦

点集中于此，并通过翻页感受到作品的韵律变化，使

得整部作品的叙事在造型比例变化中渐进推行。

正如美国的图画书创作者珍·杜南所言，图画

书的意义主要靠示意的方式来传达，凭借示意的功

能，使图画书成为意义丰富的表征世界。［３］２４在图像

的表征系统中，色彩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性符号，“视

觉艺术一直把色彩放在创作和审美的中心。”［４］色

彩不仅传达作品的情感、温度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同时也建构了作品独有的叙事节奏。《菲菲生气

了———非常、非常的生气》一书表达了孩子在成长

中需要学习的重要命题———如何恰当控制并处理自

己的情绪。当抽象的情绪状态转化为具象的图画叙

事时，画家不仅运用娴熟的线条表现了女孩菲菲的

脸部表情，最具特色的还是通过色彩细腻地传达孩

子的情绪变化。图中用红色、深紫色表现菲菲愤怒

情绪的宣泄；淡紫色反映她来到大自然后眺望大海、

聆听鸟语后怒火渐渐消除；深蓝色表达了她的情绪

在大自然的抚慰中逐渐平缓；天蓝色与淡蓝色反映

了她的心情趋向平静。当菲菲走回到自己的家，图

像则变为蓝绿色和绿色，她的心情已经完全平和了。

作品通过色彩的改变暗示了菲菲情绪的逐渐变化，

从而推进了故事的发展。《黎明》是美国图画书作

家舒尔瓦兹根据我国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歌《渔

翁》改编的图画书。该图画书采用画色彩亮度由暗

至明的渐次变化，展示了整个黎明的过程，同时也暗

示了时间的演进，推动了整体叙事节奏（见图３）。

图３　《黎明》中图像色彩亮度的渐次变化

　　 珍·杜南在其著作中提出图画书中的“视点”问
题，指的是观赏者与图像间的相对位置。［３］６３低视点（虫

观）由于图像均临于观赏者上方，使得图像的重要性加

强，起到局部放大的效果；高视点（鸟瞰）采用俯视的方

法，使同一水平上的多重视点引导视线遨游整个画面，

能目观更广阔的世界。图画书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视点

位置，形成视角、距离以及图像主次的差异，进而建立

作品叙事上的节奏感。如《打瞌睡的房子》中最特别之

处就是精心设计的视点变化。这部被美国《洛杉矶时

报》评为“图与文的天作之合”的书籍，图画的视角采用

由平视慢慢转化为俯视，再由俯视逐渐转化为平视的

方法；配合故事中天气的转变，图画色调也由暗转明，

形成图画视觉上的渐变型节奏。故事在逐渐变化中推

进，形成独特的渐变式节奏变化，从而形成故事的戏剧

性转变，增强故事的叙事效果。

画家运用图画的组合方式来传达行为的连续性

与时间的推移，也促进了书中叙事节奏的渐变推进

过程。如在一张图中呈现同一角色的各个姿态，从

而展现出叙事时间与行动的变化过程。这种叙述方

式被评论家称为图画的“连续叙事”。［５］２５３如《南瓜

汤》中，当鸭子出走以后，它的两位好朋友猫和松鼠

焦急地等待着它的归来。图画用一个单页中的七幅

组图展现了它们等待的过程；呈现出松鼠来回走动

的三个姿态。这些按次序组合的动作表达了时间的

流动和事态的变化，推动叙事的发展（见图４）。

此外，巧妙地利用画面的大小变化，也能制造

出作品的叙事节奏。如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

国》，作品通过画面大小变化展现了小男孩迈克斯

的情绪转变过程。画面从小至大，一直到中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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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大跨页，表达了迈克斯的情绪由愤怒导致的

压抑至慢慢抒发，直至完全释放的过程。前半部分

画面配合文字展现了叙事节奏由弱至强的渐变过

程，到了中间的三个大跨页，配合翻页展现了三个最

强的节拍，同时也是叙事的高潮。之后由画面的渐

次变小，展现了迈克斯情绪释放后逐渐平和的过程。

作者通过画面的大小变化来表达儿童的情绪世界，

肯定儿童情绪的正当释放，并使叙事节奏也呈现出

由弱到强，再由强至弱的渐变进程。

（三）跳跃推进式

许多图画书还会结合文字，采用视觉元素中各

种形式的特异表现，来营造跳跃式的叙事效果，以增

强作品带给我们的冲击力和趣味感。

如大卫·威斯纳的《三只小猪》。与传统的英国民

间童话故事《三只小猪》所不同的是，威斯纳的图画书

文字叙述采用后现代主义中的戏仿写法，消解传统童

话的故事情节，重构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故事。文字

颠覆了民间故事《三只小猪》循规蹈矩的三段式写作，

转而变为富有跳跃性变化的故事情节，将传统与现代

故事杂糅为一体，并积极邀请读者的建构与参与。图

像则利用独特的画面语言和设计方式，大胆采用各种

视觉元素，从而使图与文在互动交织中突破原有的故

事情节和阅读习惯。如画面大胆采用了框线的变幻。

使角色突破框线，让框线不仅协助读者进行聚焦观看，

还参与了故事的发展。在作品中，图像的黑白颜色与

彩色相交融，并在二维平面上创造作品的三维空间，从

而形成对画面和文字的解构和重组。这些文与图之间

的突破变化，使作品呈现出跳跃推进式的叙事变化，也

赋予故事全新的叙事节奏和价值意义。

图画书是多元综合的艺术形式，不仅关乎文字

与图画的互动变化，书籍的整体设计也会呈现出设

计者独具匠心的艺术效果。有些图画书通过书籍页

面的裁剪，结合书本阅读翻页控制叙事节奏，构成出

乎意料的跳跃效果。如日本图画书作者五味太郎的

作品。他的《爸爸去哪儿了》一书极具设计感。作

品以孩子在商场购物和爸爸走失，寻找爸爸为文字

叙事线索。书中采用多样化的书页裁减设计，参与

故事中孩子找寻父亲的过程，并通过翻页来推动故

事的发展。书页的变化暗藏、重整着故事的情节，带

来故事发展的惊异效果，从而产生跳跃式的节奏变

化，激发读者翻页阅读的兴趣（见图５）。
图画书创作图像的媒材非常丰富。在图像叙事

中，每一种媒材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力和局限性。倘

若能在特定的作品中融合运用多种媒介，发挥各自

的优势，就会在叙事中创造匠心独具的节奏感，形成

视觉节奏的跳跃性。如英国艺术家罗伦·柴尔德的

《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她运用计算机绘图，融合

了绘画、照片、织品等媒介，制造出视觉上的混乱感

和跳跃感（见图６）。

在具体的作品中，文与图作为视觉媒材恰当地

交融表现，也会为作品添彩。正如佩利·诺德曼所

提出的：“文字，不管它实际意义为何，它不只是有

声语言的象征物，也是页面中视觉图案的一部

分。”［５］１１１在柴尔德的作品中，作者将文字的排列也

图形化。如根据孩子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和故事内

容，把文字排列成山形、波浪形；一会儿又忽大忽小。

如研究者们提出的：“让文字也有了表情。”［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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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随同图像媒材的不断变异，使得文与图合奏构

成了跳跃般的演进变化的节奏感。

二、图与文的延宕定格：节奏的滞缓

图画书中的图像是作者精心选取的瞬间定格，

它们排列在书页中，恰如其分地表现故事内容，是叙

事整体的一部分；文字穿插在这些图画与页面之间，

配合着叙事。当读者翻阅图画书时，眼睛却无法同

时或同步欣赏这些图与文，他们的视线在二者之间

穿梭或交替扫描。书中图文间的各种变化及设计元

素就会造成阅读上的延宕与定格，使叙事节奏产生

滞缓与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独特的图文穿插方式

图画书中的文字经常有意打破文法规定与限制，

可以根据叙事的需要安插在图画中，甚至可以出现跨

页断句和连接的现象。正如佩利·诺德曼提出的：

“好的图画书文字不只包含了我们所期待的更多样性

的句子，它还应该更具想象力地运用图画所创造出来

的停顿效果。”［５］３５１文字的独特穿插，会使图画与文字

形成独特的对位关系，在推进叙事的同时，会产生节

奏的延宕或定格变化。如《野兽国》中的文字：“那天

晚上，迈克斯的房间长出了树，长成了一片森林……

长到天花板垂下藤蔓，长到四面墙变成野外的世界。”

作者莫里斯·桑达克巧妙地将这句话分为三部分，犹

如诗句的停顿，分别安插在三张左边的页面，而右边

的页面是逐渐扩大的三幅图。在阅读文字后观察图，

以及印在不同页面上的文字配合翻页产生停顿，就形

成了叙事上的滞缓，增强了叙事张力。而作品高潮部

分用三个大跨页生动描绘了迈克斯与野兽们开闹的

场面，跨页中没有任何文字，犹如电影的默片，形成叙

事高潮，同时也将作品的叙事节奏因画面的满格持续

三个强拍，延宕了节奏的强度。之后，作品的叙事慢

慢接近尾声。文字的描述是：“小船走了近一年，过了

一周又一周，过了一整天，回到那天晚上，回到自己的

房间，发现有晚饭等着他，还是热的呢。”作者也将这

一句话分插在三个页面中，与前半部分形成了对应，

配合翻页，最后一页的文字内容“还是热的呢”没有

配图，画面出现了大量的留白，引发读者温馨的想象，

在逐渐减弱叙事节拍的同时，也使整部作品的叙事节

奏定格在此，产生悠远的意境。

（二）图像中的细节表现

图画书中的图像往往通过隐喻来传达意义，借

助各种视觉元素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图

画书来说，画面细节的设计和隐藏很重要。它不仅

凸显了图画书的叙事特色，丰富了图画书的叙事容

量，而且可以引发读者发现的乐趣，激发读者反复阅

读的欲望。”［７］图像细节的不断显现，具有艺术作品

的点染作用，不仅增添了叙事的无穷魅力，还能不断

牵引读者的视线，减慢图像的叙事速度。英国图画

书大师安东尼·布朗就非常热衷图像细节的设计。

如他的经典作品《我爸爸》中的细节———太阳，几乎

贯穿图像的始终。从开头孩子稚嫩的画作到门框上

的图案、袜子上的花纹、呈现放射状的云彩、煎鸡蛋

的形状、地板的花纹、衬衣上的纽扣、直至最后辉煌

的光芒，无不在提醒我们太阳的存在。太阳的细节

展示让作品生色不少，暗示读者“父亲”之于“我”的

人生意义。同时图像也因细节的出现成为各个瞬间

的精彩定格，让孩子们放慢阅读节奏，获得寻找细节

的乐趣。细节也成为作品滞缓叙事节奏的力量。

（三）图与文的特殊处理

图画书中文字与图像的特殊处理，也会成为牵拉

叙事速度的阻力，从而影响着叙事节奏。如图像中角

色夸张或变形的特写处理，让作品在叙事的进行中突

然定格，滞缓速度的同时也决定着节拍的强弱变化。

在图画书《喀哒喀哒喀哒》中，贯穿故事始终的是阿

嬷的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喀哒喀哒喀哒，它不仅使

文字朗读时朗朗上口，还带动了整部作品的视觉设

计：如作品的封面、扉页、乃至正文中声音旁边的配图

中都出现了缝纫线，展示了图与文传递出来的节奏

感，使故事在和谐的声韵中延续发展着。但故事在叙

述中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随着缝纫机发出的声音的变

异，机器坏掉了。于是图画中出现了一个大的跨页，

构成了叙事节奏的大强拍，展示了小女孩“我”错愕

担忧的面部表情特写，使故事节奏瞬间延缓。

文字作为书中的视觉元素，因故事情节发展需

要进行特殊的艺术处理，也会影响着叙

事节奏的停顿或转变。如《南瓜汤》中文字的

排列紧随故事的情节转折变化，出现了宛如汤匙掉

落的下降式排列，并随着掉落声音增大，让文字的字

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４月



号也变大。这种特殊的文字处理，使读者在阅读故

事时，仿佛身临其境，不仅听到了汤匙掉落的声音，

还看到了它掉落的样子，从而制造了故事的紧张气

氛，达到延缓叙事节奏的效果（见图７）。

（四）叙事空间的巧妙设计

图画书的叙事空间并不囿于二维平面中的文和

图，书籍的三维虚空间也是设计者们不容忽视的叙

事空间。不少书籍充分利用这一点，巧妙延长了书

籍内页，合理利用对页间的虚空间，在不断制造视觉

惊异感的同时，使读者的视线徜徉于此，造成了叙事

节奏的停顿。如立体图画书《快乐的母鸡》，生动的

立体纸艺让小动物从平面中跳出来。读者只需撩动

对页间的书页，故事内容就会从孩子手中呈现。艾

瑞·卡尔的《爸爸，我要月亮》中，随着故事情节的

发展，书中出现了一个四页宽的折页，画面由原来的

一个跨页纵向延长一倍。这些书页的变化拓展了图

像的叙事空间，扩充了图画书的叙事容量，也带来了

叙事节奏的强拍和停顿，让孩子细细赏玩，慢慢品

味。阅读也充满了乐趣和游戏效应（见图８）。

三、结语

图画书是图画与文字高层次的完美统一。它通

过文与图的配合，演绎着精彩的故事，并通过图与文

的叙事元素及叙事方法，在彼此交互中推动或滞缓

着故事节奏的发展，形成强弱徐疾的节奏变化，显现

富有秩序和规律的恒定节奏。英国作家 Ｃ·Ｓ·刘
易斯曾说过：“变化与恒定的结合形成节奏，如同春

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它满足了人心对这两种需要的

渴求。”①作为儿童生命之初接触到的读物，节奏感

不仅能让图画书不再单调充满生气，而且能让儿童

沉浸在图画书特有的韵律中，体会阅读带来的审美

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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