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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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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演进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宋末元初出现的 《日记故事》是现

在可见较早的带有图画的童蒙读物，它所确立的图文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元初至晚清以前的儿童读物；第

二阶段，晚清至民国初期范约翰在我国创办的 《小孩月报》，该刊提升了图画在儿童读物中的地位，改变

了我国传统的儿童读物的图文关系。第三阶段，郑振铎 《儿童世界》的创办，标志着我国现代儿童图画

书图文关系模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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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画书既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种重要
的教育资源，是国际公认的最适合儿童阅读的书

籍。松居直将图画书界定为： “用再创造的方法，

把语言和绘画这两种艺术，不失特性地综合在一

起，形象地表现为书这种独特的物质形态。”［１］图

画书也可以只有图画而没有文字，所以，郝广才则

认为： “图画书是运用一组图画，去表达一个故

事，或一个主题。”［２］彭懿将图画书中的图文关系

说得更加透彻，他认为：“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

来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说得抽

象一点，它是透过图画与文字这两种媒介在两个不

同的层面上交织、互动来诉说故事的一门艺

术。”［３］本文中的儿童图画书是指以儿童为受众的

一种以绘画为主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形式，它利用

一组连贯的有逻辑的图文讲述故事，从而对儿童进

行有目的的知识传递或情感培养。由此可以看出图

画书具有如下特征：图文关系是 “图 ×文”，即以
图画为叙述的主要手段，文字承担对图画起着暗示

和引导的功能；图画与图画之间具有连续性和讲述

性；图画体现艺术技巧；具有 “书”的物理特性

（包括大小、形状、厚薄、轻重、纸张、形状等）。

学界对儿童图画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图画

书的价值、阅读指导、图画书的创作、出版现状及

对策等方面，对于中国儿童图画书演进历史的研究



则较少。目前为止，学界对我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

研究主要有赵文丹［４］对台湾地区儿童图画书出版历

史的梳理；庄奕莲［５］对北宋时期的幼帝教育与中国

儿童图画书诞生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她认为北

宋时期 （９６０年—１１２７年）的 《观文鉴古图》和

《三朝训鉴图》是分别为教育宋仁宗和宋哲宗而编

撰的带有图画的启蒙读物，是为中国儿童图画书之

始；陈世明［６］从世界范围内简单梳理了从１７世纪开
始的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程，其中简单描写了２１世
纪中国儿童图画书的发展情况；王黎君认为郑振铎

开创的 《儿童世界》杂志标志着我国儿童故事书的

萌芽［７］，但是中国的图画书却有着相当久远的历

史。［８］通过对现有关于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研究成果

的阅读不难发现，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基本处于

空白状态，诸如中国儿童图画书的源头、发展历程、

代表性作品等基本问题还需要讨论和梳理。因此，本

文试图简单清理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史，以

期对我国当下儿童图画书的开发及研究有所启示。

一

中国一直有图文相互为用叙事的传统，中华文

化的源头 《河图》《洛书》所确立的图文关系范式

深远地影响了后世对图文关系的认识。《河图》确

立的是天地的自然之象，《洛书》构建的是天地的

自然之理，他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的思想即以天地为

代表的客观世界是由 “象”和 “理”构成的，那

么，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也需要用与之对应的

“图”和 “文”来表达 “象”和 “理”，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南宋郑樵在 《通志·

图谱略》“索象”篇中对 《河图》《洛书》确立的

这种图文关系的价值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

图、文是经和纬的关系， “一经一纬，相错而成

文”［９］，只有图文相互搭配，各自发挥其表达外在

事物的优势才能完整准确的揭示客观事物。郑樵进

一步写到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

不见书，见其人不见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

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９］在此，郑樵形象地

揭示了图和文各自的价值及其相互关系。在 《河

图》《洛书》所确立的图文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

“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９］

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在两汉以后发生了变化，

图像在叙事中的价值被严重弱化了，文字再也不是

与图像相互为用，而占据了叙事的中心。

在儿童读物方面，中国蒙学读物产生较早，数

量很多。庄奕莲认为北宋时期所编的 《观文鉴古

图》和 《三朝训鉴图》是分别为仁宗和哲宗学习

所用童蒙读物，其内容有文有图，是中国最早的儿

童图画书。［５］以上两书虽有文有图，但主要是仁宗

和哲宗掌握 “帝王学”的教材，同时，两书印成

之后多次 “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１０］，可见其是

否为童蒙读物则有待商榷。

宋元之际出现了带有插图的蒙学读物———虞绍

所编 《日记故事》（见图１、图２）。

图１　 《日记故事》（熊大木注本）之 《人号曾子》

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年）熊大木的注本 《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

大全》，从这个注本可以看出， 《日记故事》共收

儿童故事３００个，多为启发儿童智慧的小故事，其
中有１６８个故事配有与之相关的插图，每页上图下
文。在内容上，《日记故事》主要以教育和启蒙孩

童为主，教授孩子日常礼仪及读书向学之类。插图

运用建安版画艺术，在人物刻画上比较生动，注重

刻画人物的眼睛和神态。《日记故事》这种图文并

重的童蒙书籍产生之后，深受孩童喜欢。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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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日记故事》（熊大木注本）之 《对日远近》

期，不断有人在其基础上进行翻印、注释、续补

等。据苑磊统计，现存明清时期的 《日记故事》

版本就达到二十三种之多［１１］，可见其影响。在

《日记故事》的影响下，明代出现了万历年间

（１５７３年—１６２０年）焦所编的 《养正图解》，该

书共收录儒家故事六十则，每则故事配有明代画家

丁云鹏绘制的表现该故事主题的图画一幅。《养正

图解》改变了 《日记故事》上图下文的版式，每

则故事的第一页是表现该故事主体的大幅图画，在

版心的中部刻有故事的题目，其后几页才是故事的

文字。文字采用文言，比较雅正。陶赞廷所编

《蒙养图说》主要收录封建伦常故事，但间有知识

性的及学习做人的道理等内容，总体来说其内容不

受儿童欢迎，但它开创了使用通俗的白话文解说童

蒙故事的先河，在我国童蒙教材的编写史上第一次

考虑了儿童接受的语言问题，为后代儿童读物在语

言上适应儿童风格提供了实践经验。该书也是一个

故事搭配一幅图，也采用前一页是图画，后一页是

文字故事的编排方法。明末 （约 １６２１年—１６４４
年）涂时相所编 《养蒙图说》是对古代圣贤的典

型故事进行叙述并加以评述，共收录一百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绘制相对应的图画一幅。受 《蒙养图

说》的影响，《养蒙图说》叙述故事及评述均使用

童蒙易懂的口头语言，符合孩童的接受习惯。

清代前中期 （１６４４年—１８４０年），由于思想控
制严密，童蒙读物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沿袭前代，在

图文关系、图画技法、文字表述等方面少有变革。

晚清时期 （１８４０年）以前，我国带有图画的蒙学书
都没有超越 《日记故事》所设定的程式，这些儿童

读物，仍然是以文字为主，而图画虽与对应文字相

关，但由于均为单幅图画，画与画之间缺乏关联，

致使其以图画叙事的能力没有达到后来的连续图画

的叙事效果。同时，图画的艺术性还不够，对绘画

的技法与风格考虑不够，缺少对图画细节的刻画，

总体显得程式化和呆板，没有结合儿童的心理和审

美来创作图画。再则，这些儿童读物文字表达比较

成人化，多数没有使用适合孩子语言习惯的风趣活

泼的语言风格。总体来说，晚清以前在中国的儿童读

物中，文字是叙事的中心，而图像只是点缀和补充。

二

晚清时期 （１８４０年—１９１２年），传教士将夸美
纽斯在 《世界图解》中开创的西方插图儿童读物的

传统与先进的印刷技术一并带到了中国，中国的儿

童读物开始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我国图画童书的

典型代表要数１８７４年美国传教士ＤｒＪＧＫｅｒｒ在广
州创办的 《小孩月报》，１８７５年该刊被范约翰
（ＪｏｈｎＭＷＦａｒｎｈａｍ）移至上海出版，１９１６年终刊，
前后出版４０年。犹如该刊的名字一样，《小孩月报》
将小孩作为阅读受众，将教育儿童作为办刊宗旨。

在内容上，范约翰在 《小孩月报志异序》中将 “器

识”和 “文艺”［１２］作为该刊的主要内容，细分则有

动植物、各地见闻、天文地理知识、常物浅谈、寓

言及童话故事等。可以看出， 《小孩月报》给孩童

提供了很多知识性的内容，为我国童蒙读物增加了

科学普及的内容，同时还引入了孩童独有的文艺形

式———儿童文学与寓言故事，这在之前中国童蒙读

物中是首创的。该刊的每一期都引进介绍了欧洲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和寓言故事，如 《农人救

蛇》《狮熊争食》等。这使 《小孩月报》在内容上

更加符合孩童的接受需求。在图画艺术方面，从当

年的读者评价即可看出，“（《小孩月报》）文理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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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凡稍识之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

义所不能达之外，则更绘精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

孩所喜悦。”［１３］该刊的受众主要定位为儿童，考虑到

儿童接受能力和喜好， 《小孩月报》采用了大量的

图画作为叙事的主要手段，大多数插图采用欧洲造

型写实手法，绘制了大量精美的、孩童喜闻乐见的

动植物形象。在介绍西方引入的新知识时，也佐以

相应的写实图像。采用当时先进的铜板雕印，多数

插图的艺术性较强，一改中国过去童蒙读物图片印

刷模糊不清的状况，这使图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的

作用更加凸显。在图文关系的处理上，《小孩月报》

中的图片仍属于插图的范畴，大部分图片只是对文

字的解释和补充，图片本身还不具有独立的叙事功

能。但是，该刊在介绍国外新知识时所搭配的图片

对于描写该对象时的价值大于文字的价值，主要因

为这些新事物，当时的国人闻所未闻，现有的文字

不足以说明，而采用图片却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叙

事效果。这促使了随后出现的以图片作为叙事主要

手段的画报类杂志的出现。另一方面，《小孩月报》

中的图片与图片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的，还没有出现

多幅连续性图片来构成一个叙事单元的情况。在文

字叙述方面， 《小孩月报》多采用孩童易懂的浅显

口语，采用平铺直叙的结构。

《小孩月报》的传播为晚清中国人的儿童观的

重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所实践的图文关系为其

后勃兴的中国图画类儿童读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如果说 《小孩月报》中的图画的作用还主要集

中于 “图解”的话，那么，范约翰同时为普通大众

所办的 《图画新报》则进一步提升了图画在叙事中

的地位，使其具有独立的叙事价值。它开创了中国

儿童读物使用多幅连续图画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如 《图画新报》第五卷中使用六幅画讲述了一个

《乘车落水》的故事，而所配文字很少。而 《跳蚤

扰人图》则用十二幅画讲述了一则故事，完全无任

何文字。这样的例子在 《图画新报》中还很多。这

些实践完成了中国图像叙事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从实践上确立了图像在叙事中的独立性。 《图画新

报》虽然不是儿童读物，但是它确立的图像在叙事

中的地位及其对图像的使用方法为儿童绘本这种儿

童读物形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范约翰等西方人的影响下，晚清时期一些中

国人也开始办起了图文并茂的儿童刊物。１８９７年
由蒙学工会创刊于上海的 《蒙学报》是中国人自

己创办的最早的儿童期刊。该刊采用上图下文的方

式编排，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蒙学报》对于

中国近代儿童绘本的确立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

所采用石印技术，使该报所呈现出的图画摆脱传统

雕版印刷的生硬，使其更能表达事物的细节，更加

生动逼真。第二，使用多幅图来表达一个叙事主

题，如第二期孟母教子故事在文字之上搭配了

“三迁择邻”和 “断机教子”两幅图画 （见图３、
图４）。第三，在内容上受到 《小孩月报》的影响，

增加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配上了精准的图

片对这些知识进行了说明。同时加入了一些表现儿

童日常生活的内容，改变了之前童蒙读物中缺失儿

童生活世界的状况。如 《蒙学报》第五期中两幼

童泛舟救洋娃娃的故事。但是 《蒙学报》中的图

文关系仍然是文字占主导地位，图画仍具有插图的

性质，图画在叙事中的地位还没有达到 《小孩月报》

的高度，更遑论 《图画新报》所确立的新的范式了。

但是该刊却是近代中国人自己在儿童图画读物方面的

巨大进度。《蒙学报》仍然使用文言文来表达，语言

风格没有考虑儿童的需求，偏重严肃。

图３　 《蒙学报》之 “三迁择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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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蒙学报》之 “断机教子”

１９０２年６月创刊于北京的 《启蒙画报》采用

儿童喜闻乐见又浅显易懂的白话，同时很好地处理

了儿童图画书图画和文字的关系问题，使明白精炼

的文字描述和生动形象的图画实现了更好的结合。

《启蒙画报》的这一实践也为中国现代儿童绘本在

处理文字和图画关系问题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以上儿童报刊的实践和传播，使人们充分

地认识到图画在儿童读物中的地位。这一时期，商

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儿童教科书

也受到此种风气的影响，多种教科书都附有精美的

图片。孙毓修主编的丛书 《童话》 （１０２册）也非
常注重图画的作用。１９０９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了针
对低幼儿童、以图像叙事为主的 《儿童教育画》，

被认为是我国近现代第一份真正的儿童画报。该报

正如其名所称，图画占据叙事的主要地位，而文字

只是对图画的补充和辅助。在图文的排列上打破传

统的 “上图下文” “左图右文”或 “前图后文”

等图文分离的状况，采用以图为主，简短的文字排

列于图画的恰当位置。从视觉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图画是全书的主角。如 １９１５年第二十一期 “寓

言”，用连续的三幅图画讲述了 “猫狗夺肉”的故

事。三幅图画分上中下三栏排列，第一幅图为在一

草坪上，中间一狗前腿压住一肉，而两猫环伺左

右。在图画的空白处有文字 “狗得一肉，两猫夺

之”。第二幅图为两猫争抢一肉，一狗躲藏于灌木

丛中。配文 “两猫分肉不均，起而相斗”。第三幅

图为一狗衔肉跑开，二猫扭做一团。配文 “两猫

俱受伤，一狗走来，衔肉而去”。［１４］可以看出，这

则寓言的叙事是以图画为核心的，图文关系呈现出

文字是对图画起着暗示和引导的作用，三幅图画构

成一个连续的叙事，相互之间具有连续性和逻辑

性。这些特征使该寓言故事具有了现代图画书的一

些主要特点。

三

前期儿童观念的准备和儿童读物的出版实践为

图画故事这一新的儿童读物文体的出现做好了准

备。在中国，最早以 “图画故事”作为一种自觉

的文体实践的是郑振铎于１９２２年１月７日创办于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 《儿童世界》杂志。 《儿童世

界》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周刊，

每卷１３期，全年共４卷，间出特号和专号。《儿童
世界》的封面大多以儿童日常生活和以游戏为主，

色彩明丽，与 “儿童世界”四个字相呼应，设计

巧妙美观。封面画每期都不一样，“儿童世界”四

个字的书写每期也不一样。《儿童世界》从创刊第

一期开始就设置了 “滑稽画”栏目，该栏目刊载

了一个连续性的故事 《两个小猴子的冒险记》，全

篇由 《鳄鱼毁屋》《肥猪告状》 《偷吃鸡卵》 《和

老虎游戏》《大战蟒蛇》《市游归来》六篇故事构

成，分六期连续刊载。如第一卷第一期的 《鳄鱼

毁屋》［１５］全篇共七幅图画，每一页上下两栏，但无

分栏横线，每一栏上面是带框的图画，下面是讲述

故事的文字。七幅画具有连续性，和文字一起共同

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 《两个小猴子的冒险

记》的图文关系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从第一卷

第七期开始，郑振铎则取消了 “滑稽画”栏目，

在第一卷第九期，郑振铎创设 “图画故事”栏目

来发表以连续图像叙事为主的文体，该栏目发表的

第一篇图画故事是郑振铎主笔的 《鸡之冒险

记》［１６］，该故事用十二幅连续的图画配以简单的文

字，表现了一只鸡的冒险经历。在排版上，《鸡之

冒险记》改变了上图下文的模式，文字和图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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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不再分离，而是根据图画内容灵活的将文字

放置于图画之中。在 《鸡之冒险记》中，图画承

担了讲述故事的主要功能，而随图所配之文字则对

图画具有补充、提示和引导的功能。这种图文关系

开启了现代儿童图画书———绘本的文图关系模式。

《儿童世界》杂志对中国儿童图画书影响最大

的是署名为郑振铎的连载图画故事 《河马幼稚园》

及续篇———署名守一的 《熊夫人幼稚园》。 《河马

幼稚园》刊载于 《儿童世界》第４卷第３期至第
１２期。作品讲述的是虎儿、猴儿、猪儿、象儿、
鸡儿、鳄儿、鹦鹉等小动物在河马夫人开办的幼稚

园里的各种生活趣事，全篇由 《钓鱼》 《猴儿买

果》《玩具店》《野游》《漆匠》《上山下山》《请

医生》《捉迷藏》 《圣诞前夜》 《毋妄之灾》等十

个小故事组成。如 《候儿买果》［１７］，全篇四幅画

分别描绘了河马幼稚园的小虎和小猴在窗台前将绳

子抛向马路边的灯柱上，小象、小虎拉住绳子，小

猴带上钱走上绳子，小猴挎着装满水果的果篮通过

绳子走回屋子，所有的学生围在一起吃水果。四幅

画讲述了一个学生偷跑出校园买水果吃的完整故

事。每一幅图配上文字引导读者阅读图画，增加图

画表达不了的内容。

《河马幼稚园》刊载后深受好评，守一据此作

了续篇，命名为 《熊夫人幼稚园》， 《儿童世界》

从１９２４年第１１卷第１期开始至１９３１年第２５卷，
连载了３００余期，影响非常深远。陈伯吹、郭风等
后起的儿童文学作家都深受 “熊夫人”的影响。

《河马幼稚园》及续篇 《熊夫人幼稚园》系列

图画故事以图画连续叙事为主，文字起着补充和提

示的作用，其体现的文字与图画的关系已经具备了

现代儿童绘本的特质。在绘画上讲究技法与风格，

强调图画的精美，注重图画的细节。故事背景设置

为孩子日常生活的场景幼稚园，主题为孩子在幼稚

园发生的日常事件，刻画了孩子喜欢的老虎、猴、

猪、鸡等小动物形象，在故事中融入知识、礼仪、

规范等教育内容。文字采用了孩子喜欢的口语，符

合儿童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习惯。整个幼稚园系列故

事不是靠文字或图画讲出来的，而是需要孩子通过

观察、思考和想象去发掘和补充才能完成。这些特

征使幼稚园系列图画故事具备了现代儿童绘本的主

要本质特点。可以说，《河马幼稚园》及续篇 《熊

夫人幼稚园》真正确立了中国现代儿童绘本的基

础，为中国现代儿童绘本的出现做好了最后的准

备。但是，由于幼稚园系列是依附于 《儿童世界》

杂志而存在的，它还不具备绘本概念中 “本”（即

书本）这一载体形式，同时，在处理图文关系时，

文字和图画有时存在重复，互为补充关系还有待加

强。虽然，幼稚园系列图画故事还不是中国现代第

一部绘本，但它在中国现代儿童绘本的发展史上的

地位不容忽视。

结语

中国现代儿童图画书的产生不是偶然和突然

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处于萌芽期

的中国儿童图画书的发展历程实质上就是其不断靠

近、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的一个过程。在这漫

长的发展中呈现出以下特征： （１）图画书中图与
字的关系由以字为主逐渐演变为以图为主字为辅；

（２）图画书中语言由成人化的表达逐渐演变为儿
童口语化表达； （３）图画书中的图经历了单幅图
—多幅独立的图—多幅相联系的图，这样一个转

变。经过 《日记故事》到 《儿童世界》的不断实

践准备，１９３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被认为是中国
第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图画丛书——— 《幼童

文库》。

通过上述梳理，厘清了中国早期图画书的发展

状况。虽然处于萌芽期的中国儿童图画书和现代意

义上的图画书在各个方面都还存在一些差距，但这

符合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也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

客观规律。同时，也给当下的儿童图画书开发提供

一些启示：第一，儿童图画书的开发应树立科学的

儿童本位观；第二，重视儿童图画书中的图文关

系；第三，儿童图画书故事的主题应尽可能贴近和

还原儿童的日常生活；第四，儿童图画书应注重图

画及形象的艺术技巧；第五，儿童图画书所使用的

语言要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

由于学界对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研究还处于

起步阶段，而本文对此的梳理也属于粗线条的，因

此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日

记故事》及这种新的童蒙读物产生的背景；明代

其他图画类童蒙读物对 《日记故事》的继承和发

展；晚清时期出现的各类图画类童蒙读物与中国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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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读物传统及西方童蒙读物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等。这些中国早期儿童图画书的演进历程中涉及的

问题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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