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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

图 片 ＋ 文 字
”

为版面 主 要 形式 的 儿童 绘本是儿 童 读者 认

识 世界 、
启迪 心 智 的 重 要读物 ， 同 时也是 一个

“

合一 的 表 意 单元
”

， 即
一

个文

本 。 从宏 观视 野分析 儿 童绘 本 的 图 文 创 意 并不 能 清晰 地理 解 该 类 型文本

与 文化 环境 之 间 的 关 联 。 符号 学 视 野 之下 的伴 随文 本理论可 以 管 窥 网 络

时 代 儿童 绘本 的 生 成 与 解 释机 制 ， 采 取 文本 细读 式 的全 方位 阅 读 是极端 化

的 解 释方 式 ， 而 有选择 性地 通过 副 文本 、前 文本 、 元文 本等 几 种伴 随 文本 类

型 的 分析 就可 以提 供儿 童 绘本 解读 的 广 阔 文 化 背 景 。

关键词 儿 童绘本 伴 随文本 副 文本 前 文本 元文本

虽说德 国哲学家恩斯特 ？ 卡西尔早就指出 ：

“

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 。

”
１ｎ 不

过对处于幼年时代的儿童而言 ， 对世界的认知尚未建立起清晰而完整的符号系

统 ，对世界的认知与掌握依靠具体形象 ， 尔后方有抽象思维 。 绘本 ， 是由 日 本舶

来的名称 ， 在英语中称为 Ｐｉ ｃｔｕｒｅＢｏｏｋ 。 作为
一

种广受欢迎的儿童读物 ，其基本

形式特征便是图文结合 。 日 本的
“

绘本之父
”

松居直指出 ：

“

绘本是 图画和文

字共同作用 的
一种文学形式 。

” Ｈ
同样是采用 了 

“

图片 ＋ 文字
”

的版面形式 ，但

绘本不同于国 内的连环画 ，
它 是以图为主辅 以少量文字 。 从图文比例而言 ， 文

竞争 中取胜的决定性资源 。 编辑与作者若能

相互促进 、 彼此滋养 ， 则可能实现 内容优质 、

团队优秀 、 效率优 良 、 产业优化 ， 成为提高 出

版物质量 的
“

排头兵
” “

佼佼者
”

， 不断打造出

“

有思想 、 有筋骨 、 有态度 、 有深度 、 有温度
”

的

鸿篇巨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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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篇幅极小 。 图画不再是文字的附庸 ， 也不仅

仅起到修饰 、辅助作用 ， 而成为主要的表意元

素 。 比 如
，
大卫 ？ 威斯纳 的绘本作 品 《疯狂

的星期二》
， 仅有四句交代时间的短文字 。

目 前 ， 学界对儿童绘本的研究 多集 中于

设计应用实 务层面 ， 或探讨 其功 能与作用 。

本文拟 以符号 学 的伴随 文本理论为 出 发点 ，

希望通过儿童绘本内 容 的创意来源 、包装与

传播的讨论 ，揭示整个过程的符号学 内涵 ， 同

时能够为儿童绘本的传播提供可鉴之策 。

一

、 符号文本 ：
文本与伴随文本的联合表意

以往 的 阅读经验告 诉我们 ，

一

个文本不

仅本身 具有丰富 的意 义 ，它所携带 的或者与

之关联的处于 文本边缘之外的众多 附加元 素

同样意 义 多元 ， 而且会对文本 本身的释义产

生 重要影响 。 赵毅衡教授在前人研宄成果的

基础上提出 了

“

伴随文本
”

概念 ，他指出 ：

“任

何
一

个符号文 本都携带 了 大量的社会约定和

联系 ， 这些约 定和联系往往不显现于 文本之

中 ， 而 只 是被文 本
‘

顺便
’

携带着 这些成

分伴随着符号 文本 ， 隐藏于文本之后 、 文本之

外 ， 或 文本边缘 ， 却积 极参 与 文本意 义 的构

成 ， 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 伴随着符号文本

一

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 ， 笔者称作
‘

伴

随 文本
’ ”

。

１ ３ １ 在此基础上 ， 赵毅衡对伴随文

本做 了 类别划分 。 分为
“

显性伴随文本 ： 副

文本 、 型 文本 生成性伴随 文本 ： 前文本 、

同时文本 解释性伴随文本 ： 评论文本 、链

文本 、 先后文本
”

， 共三大类 ， 七个小类 。 伴随

文本界域宽广 ， 有些类型处于发展变化之 中 ，

本文不再
一一

列举 。

任何符号文本都不是孤 立存在 的 ， 而应

视作是文本与 伴随文本的编织物 。 伴随文本

也绝不仅仅是 文本的 附庸 ， 它甚至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 了 文本 的解释方式 。 因此 ， 要想真

正理解符号 文本 的 意义 ， 就必须要重视伴随

文本的作 用 ， 以 及它 与文 本间的 联系 与 相互

作 用 机制 。 这 点 与人 的社会关系 网 络相 近

似 。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是
一

个绝对孤立的个

体 ， 他总要与周 围的其他人构成
一

定 的社会

关系 。 周 围之人甚至能够影响公众对某人的

评价 ， 说某人
“

高朋满座
”

或
“

周 围遍布 狐朋

狗友
”

， 显然差异巨大 。

理解任何
一

个文本 ， 并不要求解释者将

所有的伴随文本元素全部吸纳 ， 内 化所有 的

伴随文本 。 其一 ， 由 于 文本的伴随 文本疆域

过于辽阔 ， 绝大 多数伴随 文本都 只 是对文本

解释具有潜在的 可能性 ；
其二 ， 符号化的过

程本来就是片面化的 ， 不是所有伴随文本 都

被感知 。 因此 ， 每次解释都 只 是有选择性地

挑选
？

部分伴随文本参与 解释 。

儿童绘本在形式上简 明 、形象 ， 但
一样不

是
“

孤本
”

， 除 了 作为文本 内 容主体的
“

核心

文本
”

外 ， 同样 被大量
“

伴随文本
”

所环绕 ，

对其释 义与传播途径的探索 ， 离 不开对文本

与伴随文本的协同关照 。 本文对儿童绘本伴

随 文本的解读也不做全方位式的纯粹文本细

读 ， 选取副文本 、 前文本 、元文本参与解释 。

二
、 副文本 ： 简练而又醒 目的文 本标签

副文本在整体文本之中 ，但它却不是核心

议
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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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 而是处于文本表现层的伴随 因素 ， 往往

简练而醒 目 。

“

可 以把副文本称为文本的
‘

框

架 因素
’

， 如书籍的标题、题词 、序 言 ， 电影的片

尾片头
”

，

“

副 文本往往落在文本边缘上
”

。

ｔ

４
１

副文本类似于文本的标签 ， 不管 以何种方式显

现都会对文本的理解起到重要影响 ，甚至决定

作用 。

“

便宜无好货
”

的经验印 象 ， 会使得街

边摊位所售 的低价商 品容 易被界定 为
“

伪劣

商品
”

； 名牌箱包与化妆品对女士的吸引力要

大过
一

般品牌 。 近几年 ，徐睁的
“

囵 系列
”

影

片票房持续飘红 ，投资人与观众 皆报以相 当的

关注与期待 。

“

人靠衣裳马靠鞍
”

，
显在的副文

本甚至决定了文本的判断与评价 。

儿童绘本的副文本形式多样 ， 对家长的选

购起到 了重要的 引 导作用 。 由 国际文化出版

公 司 ２０ １ ７ 年出版的 《小猪小象绘本》 ， 在书脊

上标明 了 

“

国际绘本大师经典
”

， 并在后封面介

绍 了作者莫 ？ 威廉斯——
“

《纽约时报》 排名

第
一

的畅销书作家和插画家 ， 凭作品 《别让鸽

子开巴士》 《古纳什小兔》 《古纳什小兔又来了》

三度获得凯迪克大奖 。 曾担任著 名儿童电视

节 目 《芝麻街》 的编 剧和动画制作 ， 在此期 间

他 ６ 次获得美国 电视最高奖
一艾美奖 。

”
１５ １

作者 、作 品所获奖项及荣誉的介绍是重

要 的副 文本 ， 在众多 的儿童绘本 中往往处在

文本之外的醒 目位置 ， 如版权 页 、封底等位置

做重要提醒 。 法国 作家克利 斯提昂 ？ 约里波

瓦和克利斯提昂 ？ 艾利施 的绘本作品 《不
一

样的卡梅拉 》 ， 由二十
一

世纪 出版社集 团屡次

再版 ， 该系列绘本作 品可谓是奖项
“

收割机
”

，

曾先后斩获 ２００ １ 年法国瑟 堡青少年 图书大

奖 、 ２０ ０３ 年法国 高柯儿童文学 大奖 、 ２０ ０３ 年

法国 乡村儿童文学大奖 、 ２０ ０６ 年法国阿 弗尔

儿童文学评审 团奖 。 湖南 少儿 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 出 版 的荷兰儿童插 图 画 家马 克斯 ？ 维 尔

修思 作 品 《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 》 多次斩

获 国 际大奖 ， 比如国际安徒生插图奖 、 荷兰

Ｇｏ ｌ ｄｅｎＰｅｎｃｉ ｌ大奖 、法 国Ｐｒｉ ｘｄｅＴ ｒｅｉ ｚｅ大奖 、

美国 Ｇｒａｐｈ ｉ ｃ Ａｗａ ｒｄ 大奖等 。

获奖纪录与展示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 权

威机构对作 品 的认可度 ， 但儿童绘本的副 文

本并非仅限 于此 。 《不
一

样 的卡梅拉 》 ２０ １ ７

年 １ １ 月 版封面上的红色五星标志 ， 标明 了 该

系列绘本的
“

推荐指数
”

； 凸起的金色太阳形

印章标识 内
“

畅销 ４ ７００ 万 册
”

的文字 ， 展示

了惊人的销量 ， 以此彰显社会公众的认可度 。

２０ １ ７ 年版 《 小猪小象绘本》 的封底上 森林

鱼 出 品
”

的标识告知 公众该 系列绘本的
“

出

品方
”

， 产生了 品牌效应 ， 毕竟
“

品牌不仅标识

产 品 的来源而且对产品 质量负 责
”

１

６
１

； 而位

于其上方的
“

绿色印刷 品
”

图标 ， 则 是向广大

读者宣布 ： 本产 品绿色无公害 ， 可放心翻阅 。

三 、 前文本 ： 儿 童绘 本文本诞生前的文化

痕迹

人类文明 史为后人留下 了璀璨的文化遗

产 ， 当今世人在吸收这些文化养分 、享受前人

所遗文化成果的同时 ， 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

这些文化遗产在文化生产过程中 的影响 力 ，

这就是哈罗德 ？ 布鲁姆所谓的
“

影响的焦虑
”

：

前辈诗作对后辈 创作 的影响 。 前人文化遗产

在符号学上可概括为
“

前文本 前文本是

一

个文化中 先前 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

２

０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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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 ７１

。 绘 画史 、 设计史 、 童 话 、 神 话 、 民间

传说等都可以视作其文本生产的前 文本 ， 可

为新 内容的创作提供参考 。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 ， 我国开始大量 引 入西

方优秀的儿童绘本 ， 这对中西方儿童出版物的

交流无疑起到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同时也丰富

了我 国低幼龄读者在阅读方面的多样化需求 ，

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包容 。 虽然说人类的

情感是共通的 ， 对人性 、 价值观有着同样 的正

向追求 ，但西方儿童绘本承载的毕竟是西方的

人文理念与价值认同 ，起步较晚的中 国儿童绘

本显然也感受到 了这种压 力 ， 开始探索中 国儿

童绘本与传统文化前文本的融合之路 。

从古至今 ， 我国劳动人民在的辛勤生产劳

作过程与 日 常 生活 中 ， 以 非凡 的智慧和 创造

力 ， 通过绘画 、雕塑 、 剪纸 、刺绣 、陶艺等民 间美

术形式 ， 表达 了对生命与 自 然的热爱 、对吉样

幸福生活的追求 ，迸发 出 人类最 本真 的情感

光辉 。 这些源于生活 、 贴近生活 ， 造型淳朴 自

然的 民间美术形式 ， 得到 了本土儿童绘本创

作者 的关注与吸收 ， 以儿童读者 的趣味为 出

发点 ， 创作 出
一

批具有代表性 的本土儿童绘

本 ， 广受欢迎 。 由新世纪 出 版社于 ２０ １３ 出版

的
“

剪纸绘本
”

《 四季的故事 》 是
一

套用传统

剪纸的形式来讲述春夏秋冬四 季故事的原创

绘本套装 ， 共四册 ， 每册都有
一

个主题色 。 作

者伊 安三年磨
一

剑 ， 用 心打造 了这套将传统

剪纸与绘本融合的适合亲子共读的作 品 。 书

如其人 ， 细腻而安静 ， 质朴而淡雅 。 被称为
“

中

国原创绘本领跑者
”

的熊亮 ， 具有从传统文化

与 东方哲学 中 吸取养分 的强烈意识 ， 他 的绘

本作品 《灶王爷 》 取材传统节 日及民间神话传

说 ， 并采用 了传统木版年画 的美术形式 ， 塑造

出憨态可掏 、 萌意十足的灶王爷形象 ， 在营造

浓浓年味和温馨家庭氛 围的 同时 ， 也起到 了

向广 大儿童读者普及 中华传统节 曰常识的作

用 。 此外 ，他的 《京剧猫 》系列绘本形象 、 生动 ，

具有浓郁的
“

中 国风
”

， 颇具特色 。

民 间故事和 古典 文学作品也是绘本创 作

灵感 的重要来源 ， 这些
“

前文本
”

以生动的故

事情节 、 典型鲜 明 的人物形象传达 了 优秀 的

传统 文化与人生哲理 。 浙江少年儿童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 出版的儿童绘本 《鹤民 国 》 有 明确 的

“

前 文本
”

， 准确地讲应该是
“

先 文本
”

（后文

本情节是从先文本而来 ， 但前 文本范围广 于

先文本 ） 。 该绘本所讲故事是 由 《太平广记 》

中 《 穷神秘苑 ？ 鹤 民 》

一

篇改编而来 。 讲述

了
一

个海 岛之 国
“

鹤民 国
”

频受海鹤侵扰 ， 鹤

民国 的人 民最终 以 智取胜的故事 。 故事题材

源于 古典文学 ， 为适应儿童读者 ， 绘本 中
“

图

外之文
”

需浅显 易懂 。

“

大家看着 小 ， 人小本

事大 。 鹤民国人善跑步 ，

一

天能跑千里路 。

改编后文词简练 ， 朗朗上 口 。

四 、
元文 本 ：

“

关 于文 本的 文 本
”

的影 响力

扩散

元 文本 ， 指 “关于文本的文本
”

，

“

元文 本

是此文本生成后 ，
文本被接受之前 ，

所出

现的影响意 义解释 的各种 文本 ， 包括对此

作 品及其作者的新 闻 、 评论
，
八卦 、 传闻 、指

贵 、道德或政治标签 。

”
１９ １ 对于儿童绘本而 言 ，

其元文本则 是指 儿童绘本 出 版之后 、被读者

接受之前 ， 所 出 现的影响读者对作 品 内 容理

议

犹

未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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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求购心理的新闻 、评论 、广 告等文本 。 在

纸质图 书市场趋向饱和 ， 儿童读物 市场鱼龙

混杂 、 儿童 电子读物抢 占市场份额的网络时

代 ， 家长在为孩子选择纸质读物的过程中难

免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干扰 ， 选择可能

关乎孩子将来兴趣 、人格养成的读物 ，将 以何

为标准 ？ 儿童绘本的元文本无疑会对家长的

选择与判断产生
一

定程度上 的 引 导作用 ， 因

此 ， 儿童绘本 的出 版商在 图书推介过程中 会

从元文本角度大做文章 。

学术专著或其他形式著作常常前有序言

后有跋文 ， 与图书 的主体 内容 ， 即
“

正文
”
一

同呈现给读者 。 序跋
一般 由名人或友人代写 ，

可视作
一种图书评论或 阅读感悟 ， 谈些贡献 ，

内 中不乏溢美之词 ， 字里行 间都透露 出浓厚

的推介意味 。 儿童绘本体量有限 ，不可能如

专著般有大篇幅序跋加身 ， 而常常以名 家评

论或媒体推介代替 。 《小猪小 象系列 》 的封底

有 《书单 》杂志的星评 ：

“

平易近人 ， 妙趣横生 ，

真实感人 ， 好朋友之间 的 点 点滴滴 ， 不仅让

孩子读得津津有味 ， 连大人看了 也会会心
一

笑 。

” ？ 这些评论性的 文字并不 是传统意义

上的序跋 ， 但发挥 了类似的作用 。

除却儿童绘本 自 身携带 的评论性
“

元文

本
”

， 网络上关于文本的评论成为 了常见的文

本之外
“

元文本
”

。 当当 、 亚马逊 、京东等图书

平台设置了
“

销售排行榜
” “

童书畅销榜 、 新

书榜
”

等栏 目 ， 这些榜单就属于儿童绘本
“

元

文本
”

的
一类 。

“

主编推荐
” “

童书频道赞誉

推荐
”

等语词标识则相 当于公开叫卖式的
“

广

告
”

元文本 。 如 《企鹅冰书 ： 哪里才是我的

家 》 的销售 页面
“

谢娜点赞 、 快乐大本营推荐
”

字样 以及
“

商 品评论
”

区 中
“

超喜欢 ， 太有创

意了 ， 宝 贝好喜欢 ， 当听到小企鹅没有家可 回

的时候 ， 还哭 了
”

的读者评论 留 言 ， 也是具

有广告推介性质 的元文本 。

任何文本都离不开其赖 以存在 的文化环

境 ， 而 文本与 文化发生关联的 中介 正是伴随

文本 。 因此 ， 对符号 文本的解读需要依靠伴

随文本与广阔的文化背 景联系起来 。 儿童绘

本作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启 蒙读物 ， 同样 由伴

随文本控制其生产与理解 。 从符号学的理论

视野理解儿童绘本及其伴随文本 ， 利 于读者

把握 了解儿童绘本与文化环境 的关系 ， 由此

理解儿童绘本作为
“

文本
”

的符号表意机制 。

［ 基金项 目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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