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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画书是把绘画和语言这两种艺术再创造之后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成功

之作——— “绘本中国”, 有其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味),但其在图画讲故事的功能 、图文合一性 、儿童趣味性和文

字的浅易性等几个方面与优秀的图画书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原创图画书应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 进

一步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 ,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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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图画书的界定

近几年 , 图画书对儿童身心各方面发展的影响

日益受到重视。而对于图画书的定义 , 儿童文学家

彭懿认为:“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

完整的故事 ,是图文合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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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来讲述

故事的一门艺术。” [ 1]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也提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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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 2]如

果图画书的图画只是用来解释文字的意思 , 并不符

合图画书的要求 , 那只算是有插图的故事书。图画

书在台湾多称为 “绘本”,郝广才给“绘本”下的定义

为:“`绘本' 大概是一本书 , 运用一组图画 , 去表达

一个故事 ,或一个像故事的主题。” [ 3]

由此我们得知 , 图画书在着重用图画讲述故事

传达信息的同时又讲究图画与文字的合一性 , 它是

把绘画和语言这两种艺术再创造之后的一种独特的

艺术表现形式。 在本文中 , 笔者将阐述熊氏兄弟

“绘本中国”的特点———中国味 , 并根据图画书的特

点从几个方面分析其存在的不足。

二 、“绘本中国 ”的中国味

(一)“给孩子一个可记忆的中国”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新世纪 , 对中国文化

的陌生 ,对节日和传说的淡忘 ,在成人社会已不足为

怪 , 更不用指望出生在新时代的孩子能对中国文化

有更多的了解了。目前市面上多是引自国外的图画

书 , 培利·诺德曼认为若童书中普遍地呈现某些价

值观 ,容易形成潜藏的课程(hiddencurriculum), 孩

子长期暴露在这些价值观之中 , 其中大部分孩子会

不假思索地吸收这些价值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保

冬妮听到自己女儿说 “我们美国……我们日本”的

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包括图画书都是引进的 , 孩子们在欣赏那些不可

否认的优秀作品时 , 是连同文化一同接受下来的。

孩子们没有读过原创图画书 , 记忆里就没有民族的

印痕。”熊亮在回答为什么做中国绘本时说到:“一

个人小时候看过听过的东西他永远不会忘 , 这就是

我做中国绘本的原因 , 要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可

记忆的中国 ' ” [ 4] 。本着这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



爱 ,创作者以传承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未来为己任 ,

借鉴了壁画、剪纸、木雕 、青花 、版画 、皮影 、年画 、水

墨等传统艺术的艺术特点来介绍已被大家渐渐遗忘

的中国文化 , “绘本中国”因此问世。换言之 , 这是

一套带孩子们“回家”的图画书 , 一套在图画书引进

狂潮中的“稀有品种”。

(二)“绘本中国”浓浓的中国味

1.万物有情

回想我们小时候躺在祖母怀抱 , 侧耳倾听一个

个美妙的小故事 ,那里面的小老鼠、小兔子……都被

拟人化 ,冠上了人类的衣帽 、动作、语言 ,跟我们人类

可以轻松地沟通。 “绘本中国”也自然地将各个东

西想象成了有灵性的生命 , 在形象上作改变较容易

赋予事物感情和灵性。如《年》里面 “年”是个由孤

独组成的怪物 ,虽然是怪物 , 但作者把 “年”画得圆

滚滚的 ,没有尖锐的线条 ,整个脸看起来憨憨的 ,就

像一个圆圆胖胖的小孩 , 这个形象自然缩小了儿童

与 “年”之间的距离 , 会主动跟它对话 , 很轻松地把

它看成跟我们一样有感情的同类。 “年”的感情在

听到“新年好”那一刹那迸发 , “年”也会不好意思 ,

也会脸红 ,多么可爱的一个形象 ,多么纯真的如儿童

般的感情。 《小石狮》中“小石狮”默默地站在村口 ,

感受着村子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 它记得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就像村子里的一位老人 ,深深地思念着离

乡的游子 , 或许你会忘记 “小石狮”的存在 , 但是它

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 透过那一幅幅画面传递出来的

浓浓的人情味 ,让我们觉得似乎它比人类的感情更

加丰富 ,似乎它更加懂得人世间的情与爱。

2.气韵生动

我们经常以气韵生动来评价一部好的书法作品

或绘画作品 ,中国的生动多了几分气韵 , “气韵作为

一种审美形态 ,就是在审美活动中 ,审美对象洋溢着

一股不可抑制的生命的活力 ,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

而且这种生命的波动又具有一定的节奏和规律

性。” [ 5]由此赋予了生动以流动性 、舞蹈感。借用气

韵生动来评价图画书 , 尤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图画

书 ,也再合适不过。

“当我们称赞某一作品`富有气韵 ' 或`气韵生

动 ' 的时候 , 其实就是认为、或者只是模糊地感觉

到 ,该作品表现出了人的生命所向往的充沛、饱满的

状态和活跃 、灵动的特征。” [ 5] 《屠龙族》中一条条龙

栩栩如生、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龙也似乎想要跃然于

纸上。龙 ,与生俱来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文化

符号 , 是受整个民族膜拜与迷恋的 , 我们是 “龙的传

人”,拥有“龙的精神”, 对 “龙”的向往铸就了《屠龙

族》中一条条充满活力又真实生动的龙的形象。

《泥将军》, 一个小小的泥玩具 , 却同样可以让我们

感受到威风凛凛 ,看它神奇的样子 ,眉毛挤成了倒八

字形 , 嘴巴张得大大的 ,还有斜视的眼神 , 还真担心

儿童会被它故作凶狠的样子给吓到。

3.绝对中国

“绘本中国”的创作者本着给孩子留下一个可

记忆的中国的想法推出了这一系列图画书 , 浓浓的

中国味、流露于画上的中国元素、传统的文化韵味自

不必多说。那些居住在城市的孩子 , 他们的门前没

有家树、厨房中没有灶王爷、他们要在这些故事中得

到对正在消逝的民族的直接感知;那些居住在国外

的孩子 ,他们没见过兔儿爷 , 也不怎么过年 , 他们要

在这些故事中取得中国的 “精神身份证”。 “绘本中

国”带着所有的孩子回家了 ,回到了门前有家树、厨

房中有灶王爷 、过年过节会收到兔儿爷的家里 ,家所

在的村口还有 “小石狮”露出温馨的笑容记录着孩

子们每一刻的喜悦。

《家树》象征着家族 ,树由繁盛到枯萎是一个家

族由荣到衰的缩影;《小石狮》是故乡的化身 , 故乡

永远存有离乡人的记忆 , 眺望着远方 , 等待归来;

《灶王爷》是中国神仙的代表 , 保佑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 、平安万福;《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 不管身在

何方 ,作为一个中国人都不要忘记民族特有的习俗

与风味;《兔儿爷》也代表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一个

习俗;《泥将军》则代表了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屠

龙族》则告知我们龙是我们民族的核心文化符号。

这一切都是绝对的中国化。

三 、“绘本中国 ”与优秀的图画书之间存在的差异

图画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发

展水准的重要指标 , “绘本中国”的闪亮登场 , 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希望。但是 ,与一些优

秀的图画书相比 , “绘本中国”还有一定差异 , 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图画讲故事的功能方面

真正的图画书“应该看成是一种文学与绘画艺术

的综合结晶 ,特别是一本真正好的图画书 ,即便是将

其中的文字完全抽离 ,亦可由画面的意象与连接 ,清

楚传递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及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

想” [ 6] ,至少也能让一个不识字的孩子仅凭图画就能

“读”出个大意。想要充分证明图画这一传达故事的

功能 ,我们不得不提到无字书 ,无字书没有一个字 ,完

全靠图画来讲述故事 , “而要以纯粹的图画语言演绎

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无字书的图画就必须具有更强的

解说性 ,就是说 , 要能让读者透过图画看懂故事” [ 1]。

无字书更加强调图画的想象功能和连续性。

当然 ,我们不会苛刻地要求每一部图画书都可以

做到像“无字书”一样。统观 “绘本中国” 7本作品 ,如

果将书中的文字抽离 ,我们确实会陷入一团雾水中。

以《泥将军》为例 ,泥将军的造型比较单一 ,面部表情

也略显单调。因此在很多情况下 , 我们只能通过文字

去准确理解泥将军的心理活动 , 如:在泥将军要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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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火炉里烧的时候 ,它还一路高呼:“来吧!”如果省略

了文字 , 我们根本不知道泥将军现在的心情是高兴

的 ,也不会知道面对呼呼号叫的大火炉时的泥将军是

害怕的。像这样只能通过文字才能准确感受到主人

公的心理活动 , 自然也就削弱了图画讲故事的功能。

相比较而言 ,作者在《小石狮》这本书中惜墨如金 , 可

能目的就是想用图画 “画”出一个唤起我们浓浓乡愁

的故事 ,虽然有丰富的面部表情作铺垫 ,但是读者如

果通篇只看图画 , 却只能从中领会到局部的心理活

动 ,缺少了保证连续性的“链条”。

(二)图文合一性方面

图画书中存在着两种语言 ,一种是文字语言 , 另

一种是绘画语言 ,这两种语言都在说话 ,都在表达自

己的意思 ,只是表现在图画书中的形式不同 ,但是却

表达了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主题 ,这就是图画书的“图

文合一性”。好的图画书 , 都是图文配合得天衣无缝

的典范 ,读文字 ,我们可以自由想象 ,再去看图画 , 与

自己想象进行比较 ,感受比较的乐趣 ,感受由图画延

伸出去的美丽。培利·诺德曼认为:“一本图画书至

少包含三种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 ,以

及两者结合后所产生的故事。” [ 7]图画书之所以能产

生第三种阅读乐趣 ,正是在于图画书中的图与文的奇

妙而又独特的组合。方卫平先生在谈及图画书时也

说:“在图画书里面 ,我的理解是 ,从文学形态上讲 ,他

是文字和美术的相互配合 , 而且是相互补充 ,相互丰

富 ,相互激发的这样一种关系 ,而不是简单谁说明谁

的关系。” [ 8]在图画书里 ,图画可以冲破文字的界限表

达文字所表达不了的情景 ,文字则可体现图画体现不

了的含蓄 , “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相互说明

的关系 ,而是彼此呼应、交错 ,形成一种张力———更简

洁、更丰富的叙事可能和空间。” [ 9]图与文虽然可以各

抒己见 ,但要表达同一个主题。

“绘本中国”在图文合一方面已经是国内原创的

上乘之作了 ,但是在某些细节上还是值得商榷。以

《灶王爷》为例 ,书中有这样一幅图画:小女孩端着一

碗菜 ,转身偷偷地看灶王爷 , 正好看到灶王爷也在看

她。我们可以理解为小女孩在故意馋灶王爷 ,但由文

字“奶奶叫我去灶上端菜 ,我刚用手指拈起一块 ,想放

进嘴里。哎呀! 灶王爷正看着我呢”, 我们知道图画

表达的是小女孩在偷吃。 “哎呀!”已经很清楚地讲述

出了小姑娘内心的情感 ,灶王爷在看着自己 ,知道自

己不该偷吃 ,故“灶王爷正看着我呢”这句话其实可以

省略。同样的道理 , 在另外一幅画面中:灶王爷在看

着小女孩和奶奶 ,小女孩用手指着灶王爷 , 奶奶脸红

红的不敢去看灶王爷。这些足以表达出奶奶的难为

情了 ,因此 , “就看到灶王爷正看着她呢。她也有点不

好意思了……”这句话完全可以省略了。

(三)儿童趣味性方面

图画书要适合低幼儿童阅读 , 需从幼儿的心理

特征出发 ,文字浅显易懂 , 图画丰富 , 当然更要富于

童趣。台湾著名图画书作者李瑾伦的《子儿 , 吐吐》

充满了浓浓的童趣。 《子儿 , 吐吐》是一本以幼儿生

活中 “吃水果 , 没吐子”的小事作为题材的图画书 ,

描述一只贪吃的猪 “胖脸儿”吃了木瓜 ,没吐子后 ,

所引发对 “吃子长树”的担忧、想象、期待 、失望以及

最后自我安慰一连串的心理反应。因此 ,幼儿不喜

欢平淡和循规蹈矩 , 他们喜欢不断地 “出事”, 喜爱

令人惊奇和激动人心的故事。另外 , 图画书的人物

塑造 、故事情节铺陈 、结构安排、构图、版式及装帧设

计 , 都需要全面充分地考虑儿童的接受和阅读趣味。

好的图画书应给幼儿带来欢乐的体验 ,在图画

书中 ,幼儿能进入他们自己的世界 ,很容易 “入境”,

女孩们争当童话故事中美丽的公主 , 男孩子倾向于

争当童话中勇敢而又有神奇力的斗士。他们在图画

书神妙的境界中高兴 、优伤 , 或拍手大笑 ,或手舞足

蹈 , 而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过程中 , 我们的孩子正以他

们幼小的心灵感受着真善美 , 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

乐。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纯粹的阅读 ,通过这样的

方式来阅读生活 ,阅读其中的乐趣。但 “绘本中国”

这样深沉 、含有较多中国文化元素的图画书 ,让孩子

很难 “入境”, 也很难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某个角

色 , 或许他们会因为某一幅画面中的某一点而欢笑 ,

但这只是浅层次的乐趣 ,并不能与他们的生活相融。

当然 ,一部作品有无趣味性 , 与整部作品要表达的主

题和所选择的表现方式有关 ,所以 “绘本中国”想突

破趣味性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 或许在这部作品中我

们不会听到孩子童真的咯咯笑声。

(四)文字的浅易性方面

图画书的文字要简单明了 , 前后加起来不足 50

个字已经司空见惯 ,其实字不在多少 ,而在于与图画

的配合。除了简洁 ,图画书的文字读起来还可以尽

量突出朗朗上口的味道 , 例如奥地利著名作家恩斯

特·杨德尔的《第五个》中的文字:

　门开了 /一个出来 /一个进去 /还剩四个

　门开了 /一个出来 /一个进去 /还剩三个

　门开了 /一个出来 /一个进去 /还剩两个

　门开了 /一个出来 /一个进去 /最后一个

　门开了 /一个出来 /独自进去

　医生你好

这样排列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地领会到该书中

文字的魅力 ,读出来也会觉得快乐无比。我们可以

想象:可爱的孩子对着书 , 嘴里念念有词 ,一只胖胖

的小手指着图画中的玩具 , 另一只胖胖的小手举得

高高的 , 5个手指头藏回去一个 , 还剩 4个 , 4个手指

头藏回去一个 ,还剩 3个……直到胖胖的小手握成

一个圆圆的拳头 ,想想他该是多么地开心 ,我们也由

衷地感谢这部成功的图画书带给我们的快乐。

(下转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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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实现有效交际。这个层面的语言逻辑属于应用

逻辑层面的内容。

此外 ,还有: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逻辑(它与

语言逻辑联系在一起 , 涉及对自然语言的处理问

题),法律逻辑(以法律推理为核心的逻辑应用理

论),以及教育逻辑、经济逻辑 、博弈逻辑等 , 这些处

于萌芽状态的逻辑新分支目前尚未形成应用理论体

系 ,尚不能称之为应用逻辑。以此推广地看 ,大凡是

零散地应用逻辑原理的 ,都是逻辑应用 ,但不能称之

为应用逻辑 ,它们应该按其内容分属在不同的学科

之中。

尽管逻辑学科的群落可以开放性地发展下去 ,

但是 , 只要我们把握了学科界分的标准 ,明确了其间

的层次关系 ,即便是面对庞大的逻辑学科群落 ,我们

仍然能够整体而且相对准确地把握它们。我们也应

该充分注意到逻辑与其他学科 ,尤其是与其亲缘学

科 ,比如科学哲学 、认知心理学 、计算机科学、语言

学 、人工智能科学 、哲学等之间的应有界限。明确了

各自学科的主攻方向和范围 ,不仅有利于不同学科

之间的合作攻关 , 而且其合作的效率也会更高。没

有学科界限的研究往往会造成不应有的理论混乱 ,

乃至于不必要的研究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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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第五个》文字的简单与顺畅 , “绘本中国”

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时很难达到同样的高度。

《年》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去吓唬那些落单的

人。”可能作者是为了追求文字的简洁才选择 “落

单”这个词 , 虽然现在这个时代全球化进程明显 ,人

们接受新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迅速 ,但作

为图画书面对的小读者 , 低幼儿童在既有的知识水

平下是很难理解 “落单”的含义的。当小读者不断

询问什么是 “落单”而又得不到合理 、通俗解释的时

候 ,创作者或许会想还不如多用几个字表达的好。

而在另外一部作品《小石狮》中 , 故事从小石狮的自

述开始:“我是小镇的守护神 , 小镇里唯一的石狮子

……”一共只有 173个字 ,且质朴到近乎直白 , 每一

页配合不同的图画 , 相信孩子会看懂里面的每一句

话 ,并从中自娱自乐。

原创图画书 ,反映我们本土的生活 ,它所包含的

中国元素 ,所采用的绘画技巧 , 都打上了鲜明的中国

文化和审美印记。 “绘本中国”作为原创图画书的

成功之作 ,正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着耐人寻味的魅力 ,

相信读 “绘本中国”长大的孩子 , 会记得 “年”是一个

多么可爱而又孤独的小怪物 , 会记得曾经有 “灶王

爷”、“兔儿爷”这样的代表神仙的精灵住在自己家

里……这些都是有关古老中国的记忆 , 它将留在孩

子的大脑深处 ,时刻都能唤起一个人的民族自豪感。

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 家长的教育理念也在提

升 , 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让孩子 “识文断字”。而中

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方兴未艾 , 希望在借鉴中外经

典的过程中 ,其能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 ,创作出具有

中国特色的图画书 ,在满足家长需求的同时 ,也让孩

子们在读过、笑过 、乐过之后给他们留下一种美好

的、厚重的 、为人性打底的、能影响他们一生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彭懿.图画书—阅读与经典 [ 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2006.

[ 2]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 [ M] .季颖 , 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 , 1997:47.

[ 3]郝广才.好绘本如何好 [ M].台北: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2006:268.

[ 4]熊亮.我为什么做中国绘本 [ J].超级宝宝 , 2007(12):11.

[ 5]朱立元.美学 [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6.

[ 6]费声福.连环画论丛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0:67.

[ 7]诺德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 [ M] .刘凤芯 ,译.台北:天卫文化

图书有限公司 , 2000:268.

[ 8]方卫平 ,彭懿 ,朱自强 ,等.中国儿童文学 5人谈 [ M] .天津:新蕾

出版社 , 2001:34-41.

[ 9]方卫平.细节·巧思 ·主题及其他———关于原创图画书创作的

几点初步思考 [ J].昆明学院学报 , 2009, 31(1):21-24.

53第 1期　　　　　　　　　　　　王习胜 ,刘锦秀:逻辑地图:一种大逻辑观取向的学科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