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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有目共睹。从

最初主要靠引进国外图画书，到现在很多出版社

的选题聚焦在原创；原创图画书的基础数量爆发

式增长，题材也越来越广；高质量的图画书涌现，

越来越多的作品版权被输出海外。但是相比于

其他行业，我们在图画书方面起步晚，仍旧是学

习者和追赶者。现阶段原创图画书作品数量足

够，但是题材扎堆，让人惊喜的佳作不够，更是缺

乏天才型或大师级的图画书创作者的培养环境

和产业支持。在原创图画书正在经历由填补空

缺到占领市场、由量到质、中国由图画书大国向

强国转变的关键过渡期，我们更应该总结和反思

当前原创图画书创作和出版的问题，展望未来的

发展趋势。

原创图画书创作、出版与批评生态

我想先从以下4点探讨原创图画书的几个

问题。在图画书的艺术表现和题材方面，我们存

在对于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片面理解。中国

元素不应作为评价图画书优劣的基本标准。很

多创作者片面理解中国艺术风格，导致艺术处理

或传统文化主题在创作中先行。作者创作原创

图画书时在艺术呈现方式和题材上有文化自觉

和不经意的自省，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种

自省一旦前置和过度，就会束缚我们的思路，导

致各个传统节日时，水墨色与中国红充斥着图画

书市场。

对于儿童来说，对色彩的感受强于成人，而

对于文化的刻板印象要远远小于成人。画家更

应了解色彩在儿童心理层面的反射，这种感受大

于文化意象。我们需要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价

值，也的确需要通过图画书来呈现属于中国的故

事。我们的儿童不该只知道牙齿掉了可以期待

“牙仙子”的金币，而更应该知道牙齿掉了也可以

往房顶扔（刘洵《牙齿，牙齿，扔屋顶》）。但中国

元素不应只是中国红，不只是剪纸、水墨技法等

中国风，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都是属于中国的。

每个人都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经历者和见证者，

儿童也不例外。现代儿童所经历的城市化、现代

化，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乃至个体的真实感受都

可以是创作的来源，中国特色正是由无数的个

体汇集而成。图画书作品即是真实地传达一个

族群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例如原创图画书《新

房子》讲述的是乡下造房子的过程，《妈妈——

有怪兽》描述妈妈是给孩子自由还是去课外班

的纠结，《翼娃子》讲述的是在南京的农民工孩

子翼娃子一天的经历和对两个故乡的感知。这

不是反映着正在发展的中国吗？谁又能说这不

是童年呢？

从另一方面来说，艺术是为故事和创意服务

的。很多图画书创作者即使没有呈现高超的传

统或狭义上的绘画技巧，也能创作出让人惊喜

的具有现代气息的图画书作品。例如李奥尼的

《小蓝与小黄》和杜莱的《点点点》就是颜色的游

戏；日本作家驹形克己(Katsumi Komagata)的

书籍利用各种材质的设计突破了图画书依赖于

传统绘画技巧的概念；美国图画书作家露丝·克

劳斯和英国图画书作家尼克·沙拉特的画风更

像是每个儿童都能创作出的简笔画。用画面讲

故事或制造视觉游戏的能力比绘画技巧重要得

多。图画书的审美标准在于带给人以美感，只

要是美感健全的有兴趣钻研的人，都可以创作

出图画书。我们期待中文图画书能够走出片面

中国风的束缚，回归本质，达到真正的艺术创造

自由。

原创图画书的第二个问题在于，重文字轻图

像叙事的现象并未被打破，这种现象阻碍了原创

图画书的继续发展。我们原创儿童文学的文字

强势传统远远强于图画书的传统，全年排在少儿

畅销榜上的《草房子》《狼王梦》《笑猫日记》《米小

圈上学记》等都是文字作品。现代意义上的图画

书并不等于连环画，也不等于民国时期出版的

《生活课本》《幼童文库》等图文并茂的教育类丛

书，甚至完成度较高的绘图版《神笔马良》和《萝

卜回来了》等也是以文字为故事主线，图片只起

装饰或补充解释作用。通过这些年对于图画书

知识的普及，我们明白图画书的立体图文关系带

来了艺术上和空间上的张力，翻页关系促进了叙

事的发展，这是现代图画书的核心特征。我们正

在一个读图时代，图片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本身

能够不依附于文字而独立存在。就阅读习惯来

说，大人偏好于搜索文字，而儿童更专注于图

片。为使儿童成为真正平等的读者，我们必须继

续重视图像叙事的主体地位。

在实践中，我们的图画书创作需要继续摆脱

文字的限制。当前图画书创作还存在重视文字、

轻视图片表达的倾向。有两个现象与图片叙事

的图画书创作基本原则相违背，一是儿童文学作

家参与图画书创作或改编名著的方式违背了图

片叙事的基本原则。儿童文学作家进行图画书

创作的时候，因为对文字的改动性有限，更因为

章节书和图画书的文字特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从儿童文学作品改编出高质量的图画书其实变

得更加困难。图画书中的文字是“浅语”且简洁，

图片已经表达的文字可以大胆舍弃，留给儿童去

想象。只有舍弃文字显示独立存在的好，才能给

图片作者更多创作的自由。有很多名著类、回忆

类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故事足够完整，文字内涵也

足够丰富，并不适合视觉化，没有改变的必要。

从章节小说到图画书的写作，需要跨越的障碍和

领域绝不是文字好就能创作出优秀图画书那么

简单。二是和常见的先文后图的工作方式类似，

片面宣传原创图画书的跨国合作的工作流程也

违背了图片叙事为主体的原则。其中大部分是

中国作者作文、外国作者作图，可能对于营销、版

权出口有帮助，但是对于图片叙事、故事的完整

度并没有太大帮助。反而通过翻译，有可能使得

画家成功融入故事的沟通成本进一步增加，限制

了画家的创作权利和想象自由。

原创图画书第3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的出

发点问题。现在的原创图画书可能很少再有过

强的意识形态或无所顾忌的说教，但是这种传统

观念和思维惯性促使新的套路正在形成。很多

原创图画书继续被教育功能和功利性所绑架，主

题先行、目的先行，或个人怀旧表达先行。例如

好习惯性格养成系列、情绪管理、公民素养、“给

孩子的XX系列”等，诸如此类的丛书充斥市场，

占据大量资源，然而很多故事的可读性不高。功

能性绘本有它的位置，偶尔也出佳作，但是大量

的此类流水线作品和这种创作心态会造成资源

的浪费和消耗，抢占了更多年轻独立作者出版的

机会。很多家长把图画书当作“良药”，仿佛图画

书包治百病、能解决儿童养育中的各种问题，而

出版方迎合部分家长的口味大量出版此类图画

书。这样的阅读方式也剥夺了孩子单纯欣赏图

画书的快乐，大人也因为带有目的性而少了发现

美和惊喜的机会。成人更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

观灌输给儿童，剥夺了儿童自发的想象空间和在

童书里的真善美自现的机会。

第4个问题是良好的出版生态和图画书批

评的缺乏。越来越多的具有图画书审美和技能

的编辑正在涌现，但是我们的编辑成长为可以带

动作者扩展创意，成为真正图画书创作中的一环

还需要时间。《母鸡萝丝去散步》的作者佩特·哈

群斯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是编辑说喜欢她初

稿里的“这只狐狸从不发声”，进而启发了她做出

默电影的创意，而初稿的其他文字一个字也没有

用。美国绘本作者大卫·威斯纳也说过，他所有

的作品只跟同一个编辑和出版社合作。我们更

多的童书编辑都还需要时间去积累原创绘本的

编辑和出版经验，学习儿童文学和儿童心理发展

理论，提高美感和技能。我们更需要出版人有长

期发展意识，品牌意识，形成口碑和风格。图画

书批评本应该促进图画书的创作，成为图画书发

展的一环。但是中国特有的在图画书中加入导

读的形式使图画书评论成为了营销的一环，很难

起到推动和批评作用。从评论的中立性和读者

水平提高的趋势来看，图画书导读需要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

优质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

在谈未来的发展趋势之前，我们先总结下儿

童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图画书，什么是好的图画书

作品。也许有人说，我不需要特意去讨好儿童，

图画书也是给大人看的。但是这样的观点往往

会使作者远离儿童读者。作者当然可以创作出

专门给大人看的图画书或只是表达自己，如有戏

谑成分又充满暴力的图画书《给大人的ABC》和

阐明人生悲观真相的《千万别告诉孩子的事》，但

是如果目标读者包含儿童，那么创作者了解儿

童、在乎儿童的思维和感受几乎是必需的。

首先，儿童喜欢好笑的图画书。我们的文化

让我们对让孩子发笑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尊重，

很多作者特别是老一辈的苦难经历也很难让作

者在创作的时刻轻松起来。但是让孩子笑，让读

者感到快乐是图画书创作的终极目标之一，孩子

和家长在亲子阅读中一起捧腹大笑是一件高尚

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要去捉狗熊》的作者迈克

尔·罗森从孩子喜欢开屎尿屁玩笑和恶作剧写

起，在《如何让孩子发笑》中详细分析了孩子的

各种发笑因素。英国畅销童书的常青树达尔和

大卫·威廉的书中经常一本正经地夸张地说着

离谱的事情，这种反差让人忍俊不禁。如果对

儿童各种无厘头的幽默进行解构，你会发现儿

童发笑的各种场合、情景、模式并不是偶然的，

几乎是必然的，而且受文化的影响很小，具有普

适性。原创图画书《公主怎么挖鼻屎》《不要和青

蛙跳绳》这样的图画书，儿童只要听到标题，就能

会心一笑。

儿童还喜欢押韵或充满童趣的语言和有设

计的小惊喜，例如原创绘本《夜游》的美丽语言、

《神奇的小石头》的挖洞设计等。这里的趣味不

仅仅是文字和语言，甚至包含单纯语音、节奏的

趣味，当然还有图画的趣味。伦道夫·凯迪克在

1883年改编的鹅妈妈童谣中的著名图片——盘

子跟着汤匙逃跑的情景，就是这种图片趣味的体

现，邓正祺绘画的《100只兔子想唱歌》的图片也

有这种童趣。

儿童喜欢让他们感受到被平等对待的作品，

喜欢让位给儿童、支持儿童甚至战胜大人的图画

书。尼克·沙拉特的《公园里的鲨鱼》中只有儿童

在图片里看见了鲨鱼，约翰·伯宁罕的图画书《迟

到大王》让大人受到了惩罚，《老鼠房子》也把结

局只交给儿童，大卫·麦基的《东东，等一下》、大

卫·威廉的《学校里有蛇》的结尾也藏着只有儿童

能发现的秘密。我们的原创图画书很少出现这

样“儿童战胜大人”的结尾。这需要我们欣赏儿

童、相信儿童的力量，把儿童当作平等的人来对

话，有自嘲自省的勇气。松居直曾说：“一个国家

越是认为孩子是一个人，拥有独立的人格，它就

越会产生很多优秀的儿童书籍。最终的改变是

整个社会对儿童的认知和儿童观的进步。”

儿童喜欢反映他们真实需求，戳中他们心声

的图画书。儿童在其中感觉被理解、被尊重，进

而获得情感支持。从表现儿童复杂内心世界争

斗的《野兽国》开始，我们承认儿童的世界不光有

温情，也会有恐惧、争斗和碰撞。而作为大人，我

们能学会欣赏真实的而不是想象的好孩子了

吗？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能理解和欣赏长袜

子皮皮式的“叛逆”，包容孩子所谓的“孩子气”和

天真的部分？我们看见的是她的坚强、内在的无

所不能的力量、坚韧又善良的品格，还是个不受

管教的孩子？我们是否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真

实的孩子和所谓的叛逆，保护孩子的想象力，接

受孩子自己的节奏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呢？

真实的孩子有各种幼儿园朋友间的争抢、兄弟姐

妹的争斗，还有总想离家去远方，而尼尔·盖曼的

《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就直面这些斗争

和儿童世界的恐惧和孤独。

当前原创图画书的发展趋势

原创图画书经过几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优

势。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插画家，在国内和海外的

美术院校图画书创作专业学习的中国人越来越

多，技艺和艺术表达都没问题。我们有让别国羡

慕的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有国家对亲子阅读的

支持和人口优势。我们有丰富的民族传统故事，

民间童话等取之不竭的资源，可以汲取元素进行

改编甚至戏谑。继续发扬这些优势，补足我们的

短处，原创图画书一定能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

在我看来，当前原创图画书的发展趋势或方向有

以下几点。

一是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要坚持以故事和创

意为中心。我们需要连结当下儿童生活和情感

的真实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风格和方式，真诚

地讲好故事。图画书创作不是模式化的流水线

作业，而是艺术品。做图画书是一件高尚的事

情，充满了爱和诗意。创作者应该以宁缺毋滥的

心态，把精力放在值得投入精力的故事上。我们

需要慢下来，积累一些经过时间洗礼的优秀原创

图画书，创造出属于中国孩子的图画书记忆。

如何寻找故事需要创作者诚实地面对自己

的困惑、思考和感受，简单地说，就是直面自己的

真实情感，发展和保护自己真诚的人生美学。这

种真实的品格往往最能够让人产生共鸣打动

人。大人的假情假意或敷衍，儿童马上能够感

知。图画书创作者一方面需要唤醒自己心中的

儿童，和儿时的自己对话。我们需要唤醒的是真

实的儿童，当年受父母和学校管教外的儿童，不

是那个为了写作文而扶老人过马路的标准儿

童。接近、观察、倾听现在的儿童是另一个渠

道。了解现在的儿童喜欢什么，观察他们的真实

生活、哭和笑，观察孩子挖沙子，和自己的毛绒玩

具过家家和各种角色扮演过程。如《敲门小熊》

这样的作品，就是来源于观察孩子没事总喜欢敲

一敲别人家门的创意。此外，我们还需要重视和

总结儿童的阅读反应。创作者和编辑不知如何

评价一本图画书时，拿去给真实的孩子读一读，

就会知道是不是目标儿童可以接受的故事，是不

是孩子的趣味，从而积累对于图画书的直觉。

二是请创作者暂时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简

单专注地做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同时相信儿

童有自己的力量和想象，站在儿童的视角来看待

这个世界。我们说大人和儿童是平等的图画书

双重读者，主要体现在我们要相信儿童解读图画

书的能力是不低于甚至超过大人的。相信儿童

还体现在我们多把选书的权利交还给孩子，观察

儿童读书的反应，让孩子告诉大人他们喜欢读什

么样的书。读者反应论强调读者的解读而非作

者意图的地位，而图画书的解读空间也比较大，

我们需要把这个自由交还给小读者。

三是持续提高图画书创作的专业性，呼唤更

多的艺术家参与这个领域，寻求现代艺术、平面

设计、工业设计等相关专业的支持，以更大的视

角来创作。高校绘本专业学生对绘本进行系统

研究和实践，美术插画学校也培养越来越多的图

画书作者，这些都是图画书创作的基础和后备力

量。图画书的设计灵感不光来自于绘画艺术，应

该投向更广阔的艺术设计领域。图画书的发展

和现代艺术、文学的趋势是遥相呼应的，很多现

代艺术直抵儿童心灵。但是并不是学了插画、平

面设计、动画就能创作出儿童图画书，我们还需

要持续去研究绘本表达，鼓励更多图文一体的创

作人才。技巧很重要，也有一些很好保留了儿童

天性的创作者天生就会用儿童的思考方式，创作

图画书需要做的就是提供给他们得以涌现的土

壤和支持，让他们表达出来。掌握了技巧以后，

在创作中忘却技巧，归于表达和游戏，才能创作

出超越中规中矩的图画书。图画书是作者人生

观、世界观、儿童观的综合体现，是一个通透的大

人用最真实的方式温柔地向孩子讲述一个故事。

四是图画书创作者和出版方需要有面向未

来的眼光和现代思维，来面向未来的家长和小读

者，创作者需要做文化的引领者而不是迎合者。

我们的图画书消费群体正在改变，由“70后”变

成了“80后”和“90后”，而2000年后出生的很多

人开始有了自己阅读图画书的经历，儿童文学素

养大大提高。10年前图画书的各种知识还很缺

乏，现在很多家长通过自己摸索如何亲子阅读，

积累了图画书的品味和直觉。图画书也反作用

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图画书改编的戏剧、涂

鸦、T恤，地铁里面的墙绘等等，也提高了我们的

日常审美。读者审美水准的提高，使得读者的阅

读需求更加多元化。

图画书的图片也在改变，更加简洁、有设计

感，和现代、后现代艺术的日常审美趋同。现在

图画书的观念也在更新，图画书甚至不局限于一

定要有个故事，也不一定通过画面和文字表达，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实验性的艺术作品能出版，市

场会慢慢理解和消化。图画书的电子化、实体和

电子的互动等更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值得探索。

我们希望出版环境更加多元，审批更加宽松，让

各种题材、实验性的先锋作品也能够出版。

最后，未来需要通过完整的图画书资料库与

信息中心，打通研究和应用的通道，推动原创作

品的研究与亲子阅读推广。与原创图画书的市

场热度相比，原创图画书的研究在学术界刚刚起

步，加强理论研究与批评是当务之急。儿童图画

书也和多模态视觉语法研究、儿童心理、儿童教

育、认知科学、语言发展等领域息息相关，我们需

要整合各方面理论知识，从更广的学术视角来看

待和研究原创图画书。我们呼吁更多相关领域

学者关注原创图画书理论研究，助力于作家、出

版方，一起努力为儿童讲好故事。

当前原创图画书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邹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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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构成，图画

书自新世纪以来在我国从观念到实

践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原创

图画书事业的不断繁荣进步，学界

必须对制约其向高点迈进的瓶颈问

题有清醒而自觉的认识，并能够提

出中肯的合理化建议与前瞻性预测

分析，积极促进图画书艺术的创新

性发展。在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关注

研究图画书的背景下，基于中西文化视野的对比研究是一条非常

有效的路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图画书美学观念认知上的不足

之处。本文作者邹莹目前为英国约克大学教育系在读博士生，研

究方向为儿童文学和图画书亲子阅读，她的文章廓清了当前原创

图画书发展的一些症结问题，对于图画书的创作、出版、研究都有

很好的启示。

——李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