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内的童书排行榜上，图画书的销
量总是遥遥领先。近年来，大量的绘本
馆、绘本活动、绘本展览等如雨后春笋般
成长起来，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热情追
捧，国人选择图画书的品位也越来越高。

只 有 图 文 并 茂 ，才 能 成 就 一 本 图 画
书。然而，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文字
作者的重视程度却普遍高于插画作者，常
常将插画师定义为“配角”。而在国际上，
二者却有着相当的地位，文字作者可以捧
回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也一样可以摘得
这顶桂冠。

日前，有“插画界的奥斯卡”美誉的博
洛尼亚插画展首次来到中国巡展，展览汇
集了全球 70 多位著名插画家的 384 幅获
奖作品原画，并通过论坛、研讨等形式带
来了许多观点的碰撞，让国内业界和读者
对插画有了新的认识。

插画的第一属性

想要参赛博洛尼亚插画展，需要提交
的不仅是画作。在 2015 年的博洛尼亚插
画展评选现场，“如果是已经出版了的一
本书，我们会将书展示在插画的旁边。如
果一本书尚未出版，就必须有故事大纲和
故事串联版。我们需要用图画的文本来
避免作品给人留下苍白的印象。”博洛尼
亚插画展评委乌拉·瑞丁说，如果没有语
言、没有音乐，你能通过几个定格画面来
判断一部电影是好是坏吗？脱离已经设
计好的语境，单独评判图画是不可能的。

图画书是通过图画与文字共同讲述
故事的，评判图画的质量，首先要看它是
否会“讲故事”，是否很好地把握了语境，
因此，插画又被称为“翻动的纸上戏剧”。
此外，图画的形式、技巧、画面构成等方面
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纸张的质量、图像
排版的质量、个性化的字体、色彩和绘画
技巧都同样重要。

“文字即图像，插画即叙事”，2015 博
洛尼亚插画展年度插画家罗杰·米罗甚至
认为，二者并没有区别，从读者看到图画
的那一刻，叙事就已经开始。因此，他认
为，插画作者同时也是一个作家。

“讲故事”才是插画的第一属性，明白
了这一点，年轻的插画家们就可以更好地
把握自己的创作。“年轻的插画家为了给
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常常不惜一切代
价，而且他们有唯美主义倾向，有时候为
了营造出特殊的效果而忘记了图画的功
能性。比如，他们喜欢特写，却忽略了在
页面上难以组织这样的画面，而且故事节
奏容易被打断。”评委保拉·帕拉佐利诚恳
地说，每个细节都应该有其存在的意义，
有时删减一些，反而可以加强图画的表
现力。

从此角度而言，一组插画之间的节奏
必须被高度重视，不能以单幅画作论英
雄。图画并不是必须要表达文字部分阐
述出来的内容，事实上，图画的目的常常
是为了表达出文字未能表达、不可言说的

部分。
2012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完成了作

品《羽毛》，同时罗杰·米罗为其完成了配图，
使得曹文轩的故事更加精彩、熠熠生辉。二
者完美的结合让这本书受到了广泛好评，被
多个国家引进。更激动人心的是，随后几年
之间，二人分别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

让传统滋养创新

优秀插画家必备素质有哪些？“首先，
会讲故事，其次，插画家应该形成表达自
己情感的独特风格，这与第一项同样重
要。”评委薛蓝·约纳科维奇说，画家的风
格应该是可辨识的、有创造力和有价值
的。这并不是说插画家要让自己变得矫
揉造作，把所有的插画都画成一种风格。
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寻找适合每一本书的
插画风格，以及表达故事最有效的方式。

“当下插画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缺少
创造力，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多与众不同的
插画。”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们共同感受到
了这一点。很多技术娴熟的画家被评委
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作品的模仿痕迹太
重，有太多模仿逼真的宫崎骏、让·雅克·
桑 贝 等 ，他 们 是 在 别 人 的 老 路 上 亦 步
亦趋。

当然，风格不是凭空形成的。年轻插
画家应该尽力保持敏锐，去欣赏绘画、戏
剧和电影等，而不仅仅是研究儿童插画。

此外，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各地的插
画越来越相似，更多地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营养恐怕是突破这种现状的有效路径。

记者了解到，在 2015 博洛尼亚插画
展评选过程中，针对中国插画家岳帅的作
品，评委们发生了热烈的讨论。岳帅提交
了 5 幅以中国传统京剧《霸王别姬》中的人
物和场景为素材的参赛作品。古老的汉
字自上而下垂直铺满画面背景，悄悄地讲
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牺牲、荣誉和死亡的
故事。

当时，评委金姆认为这是令人激赏的
作品，但同组的其他评委却不以为然。他
们认为这些画作的情节不够连贯，出版社
排版成书时，其背景中的线条和灰色字迹
的处理都是问题，这些作品更适合在画廊
或者艺术馆进行单幅展览。但金姆觉得，
这样的作品值得肯定，它打破了习以为常
的定式，发掘出了讲述故事的新方式和新
媒介，应该允许插画家敢于冒险，另辟蹊
径，最终《霸王别姬》成功入围。

“我觉得中国对于整个世界来讲是一
个很特别的国家，在插画上，我是希望在
学习别人的同时，我们一定要保留自己的
特色。在插画展亮相的时候，还要保留属
于我们中国那一笔特别浓重的色彩。”中
国插画家九儿说。

来自市场前沿的蒲公英童书馆总编
辑颜小鹂表达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我们
现在做原创图画书的量和节奏都在加快，
我们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是如今国内有一
些优秀的年轻插画家，他们在绘本创作初

期，就能形成一定的特征。有这种底气，
讲我们自己的故事，用我们独特的表现手
法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就能站到世界的
舞台上去。”

不能为画而画

2015 博洛尼亚插画作品集的封面是
年度插画家罗杰·米罗的作品，鲜艳浓郁
的色彩体现出了巴西的浓郁风情，但如果
细读故事情节，你会发现并不是轻松一
乐。来自巴西的罗杰·米罗娓娓道来：“在
这幅画中，其实体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亚马逊河上有八个男孩子，他们通过卖一
些小商品挣得收入，用来生存。实际上这
在巴西北部城市是非常常见的情况，他们
一起求生存，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
是谁。在这个图画当中稍微年长的可能
就是这个父亲，但是同时也可能是这些孩
子的长兄，他们相互依存，共同生存。”

事实上，小烧炭工、小烧煤工等“沉
重”的形象在罗杰·米罗的作品中反复出
现。在图画书创作过程中，罗杰·米罗“不
赞成把儿童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分开，因
为我们如果只给孩子们呈现出一个非常
纯净的世界，他们会难以融入到真实世界
当中的。比如画中看到有童工，就是让这
些孩子们了解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还有一
些遭受苦难的同龄人”。

罗杰·米罗认为，正如我们在书中看
到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个
小女孩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遭受了很多
的苦难，在这个故事当中，读者要去面对
孤独、面对死亡，面对苦难。对于一个孩
子而言，在书中面对这些，总好过在现实
世界中面对这些。

刻意逢迎、博得一笑不应该是儿童图
书的价值取向，作为插画家来讲，不能为
了画而画，必须经过了生命的体验和思想
的沉淀，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获得
2015 年博洛尼亚插画奖优秀奖的中国插
画家罗玲告诉记者：“作品其实并不是为
某个展览去准备的，作品其实是一个寻找
自己的过程，到了时间，就觉得我一定要
把这个东西画出来。画画最终的结果，还
是回到自己，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如实地交
给观众，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变成一个
真正的创作者。”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的中国执委
张明舟对此深有感触：“国际大奖的标准
中有重要的一条：你是不是在用生命用灵
魂去创作。你要去感受生活，把生活记录
下来，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有每个人独
特的生命体验，其实同时也能让观者或者
读者感受到他们自己内心的东西。”

与文字并肩

插画不光会讲故事
□ 李 哲

“恶”之花的悄然绽放，并非完全因为

恶人的有意栽培，反倒很可能是内心良善

者的无意浇灌，促成了它破土萌芽，不断长

大。当微信越来越广泛地与许多人如影随

形时，潜藏于其间的“恶”之因子，很多情况

下也就随着人们手指不经意地点触，逐渐

被放逐出“魔瓶”。

这里且举两例。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打

开微信，总会发现朋友圈被各式各样的鸡

汤文刷屏。《给对将来感到不安的你》《人生

不得不提的 30个忠告》《这五种食物千万不

能吃》⋯⋯阅读这些微信好友转发的看似

不无体贴、极具实用价值的文章时，又有谁

能想到，它们背后常常暗藏着获利丰厚的

“转发”产业链。

有记者调查发现，鸡汤文大多由专门

的微信公号或者 APP 等转发平台进行分

发，这样的文字除了制造垃圾信息，内置的

诸如劣质保健品、假冒伪劣药品、减肥丰胸

类产品等广告，将可观的灰色收益带给了

经销商、网络平台，而将误导、骗局留给了

日见其多的受害者。

再有，就是微信朋友圈里司空见惯的

评先进、比才艺等名目繁多的拉票、投票活

动。常常，微信朋友圈里总有人发送微信

投票链接，昭告大家给某人投票。一般情

况下，因为交情在，圈内好友大都相当配

合。本来是一件你情我愿的事情，但是随

着越来越多的评选和微信“联姻”，如今居

然还催生出了“刷票”生意，一些职业投票

团队日渐兴盛。微信投票就这么着在种种

利益诉求者的助推下日益变味。

看到觉得暖心、有价值的文章，便不假

思索地随手发在朋友圈，甚至郑重其事地

转发给亲朋好友。自己内心的出发点固然

是好的，可鸡汤文未必真有营养。况且，鸡

汤文附带的不法广告，在可能伤害到亲朋

好友的同时，倒是实实在在地帮了无良商

家一把，使得钻营之恶得以借机肆虐网络，

为害尤甚。至于已经变味的微信投票，看

似民主公开，可它真的客观公正吗？尽管，

许多人对之不胜其烦，可他们于被动中转

发、投票，岂非在一次次地协助造假、践踏

民主、绑架亲情友情？

微信，充其量不过是现代信息科技条

件下人们交流、学习的一种工具，无所谓善

恶。然而，它被不同的人以不同方式操纵、

使用，却不免带来不一样的结果，蒙上善恶

各异的现实色彩。尽管很多人对别有用心

者的意图心知肚明，颇有微词。但遗憾的

是，的确有人被人当了枪使却还浑然不觉，

还有一部分人即便对于其所裹挟的庸俗、

丑恶倍感鄙夷厌腻，终究不过是“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参与

其中，充当了推波助澜者的角色。

现代社会的文明素养，不仅体现在现

实当中，而且，也展现于网络空间。网络空

间的文明素养，不只是要求网民们不使用

语言暴力，发展至今，更要求大家增强理

性，善于擦亮双眼穿透迷雾，从纷纭复杂的

表象里尽可能捕捉到问题的本质，继而给

出合乎法规、道德要求的适宜回应。然而，

面对当前并不理想的网络文化生态环境，

面对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的广大网民，不能

不说，这样的要求显得过高，可即便如此，

我们也必须加紧步伐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努

力。这样的努力，关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

也关系到个人的现实及长远利益，“勿以恶

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在宁夏博物馆馆藏，有一件国宝级文物
“鎏金铜牛”，造型生动，比例匀称，工艺精湛，
是西夏文物中的精品，有“西夏第一牛”的美
誉。

鎏金铜牛是 1977 年从被称为“东方金
字塔”的西夏陵区 101 号陪葬陵中出土的。
据说，当年，在考古学家进入地下 21 米深的
西夏王陵时，文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这
种情景，让所有人都懊恼不已，考古队中的一
名男青年一时气起，狠狠地踹了一下脚底早
已腐朽的木门，猛然间，两只金灿灿的牛角尖

“破门而出”，原来被盗墓者炸倒的墓门正好
盖住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关于这头“牛”
的发现过程，也有人说是考古队员从一堆盗
墓者尸骨堆中露出的“牛角”上发现端倪，最
终发现的。

这个幸存下来的国宝，经过考证，是目前
国内最大最完整的西夏鎏金工艺品。铜牛长
120 厘米，宽 38 厘米，高 45 厘米，重 188 公
斤。中空，外表通体鎏金。铜牛屈肢而卧，牛
首高抬，双眸远眺，两角弯出优美的弧度，颈
部宽厚有力，皮肤皱痕明显，四肢有力，体态
健壮硕大，神色却呈现温驯之态。

宁夏博物馆的专家介绍说，这件鎏金铜
牛在西夏陵墓中的发现，一方面反映了西夏
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说明西夏的青铜
冶铸技术和表面装饰工艺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与中原王朝大致相当，浇铸采用了传统的
外范内模制作技术，并使用金属模具。表面
装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金属装饰工艺鎏金技
术。鎏金技艺起于先秦，汉代已经逐步走向
成熟，之后历代均有发展使用。制作方法是
把金汞混合物均匀地涂抹在器表，再用适当
温度烘烤，使汞挥发，金滞留于器表，经洗刷
磨压，发出光亮的鎏金层，在各个朝代，许多
贵族墓葬多陪有鎏金之器。据说，这种金属
表面的鎏金装饰工艺流程有一定的难度，要
求工匠有高超的技艺。

另一方面，铜牛的出土说明了牛和牛耕
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西夏农耕
化的过程提供了实物佐证。西夏是由党项人
建立的政权，他们在建立政权之前，主要从事
狩猎、畜牧业。1038 年建立以兴州(今宁夏
银川)为统治中心的大夏国后，在宁夏平原大
规模开发农业生产。这里气候适宜，灌溉发
达，适宜稻麦等农作物生产，成为西夏最重要
的产粮地区。宋初，党项人在向西发展势力
进攻灵州（今吴忠市境内）时，就利用“城中兵
少不出战”的有利时机，“据其山川险要，凡四
旁膏腴之地⋯⋯垦辟耕耘”进行屯田，这是西
夏农耕化迅速进展的明证。西夏政权建立
后，农业获得明显发展并进而达到兴盛，在官
私粮窖储存了大批粮食，成为西夏统治的经
济基础之一。

与此同时，西夏人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
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宋人认为“西羌之俗，
岁时以耕稼为事，略与汉同”。反映了牛耕对
发展农业经济起到了重大作用。所以有学者
指出：“西夏王朝统治西北的 200 多年中，是
汉唐以来宁夏平原农业经济最繁荣的时期，
灌溉事业十分发达，富甲天下。”

20 世纪后期，随着西夏文物考古事业的
发展，在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河
西、青海东部等地都相继发现了西夏遗址与
文物，其中不乏气势恢弘的西夏佛教建筑、技
艺精湛的石雕、方正繁缛的文字、无与伦比的
金属器，都成为消失的西夏文明的真实见证，
鎏金铜牛便是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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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不经意中放逐了“恶”
□ 周慧虹

西夏第一牛

□ 陶 静

☞ 应该给插画作者与文字作者同样的位置，而不能让他们居于配角

☞ 在插画上，在学习别人的同时，一定要保留属于中国那一笔特别浓重的色彩

鎏金铜牛是消失的西夏文

明的真实历史见证，反映了西

夏的农耕水平和经济状况

现代社会的文明素养，

不仅体现在现实当中，也展

现于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