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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连环画和绘本均属于一种将图片作为主体，并结合文字的图

书类型，两者之间存在共通性。但由于其在表现形式方面差异，使
得在当下环境中面临着不同处境，将镜头设计作为切入点，通过
对两种图书形式进行分析，在案例分析、归纳比较支持下，对连
环画到绘本演变过程进行梳理，观察两种不同形式图书视觉传达
特征变化，可以发现导致连环画发生衰落，而绘本快速兴起的原
因，在于对镜头设计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因此，为更好的了解
连环画到绘本的演变过程，需要从镜头设计方面进行考虑。

1  图文叙事类读物镜头分析
镜头设计是一个诞生于电影制作领域的术语，随着各种新型

艺术形式发展，逐渐被应用于更加广泛领域中，重点用于对各类
视觉艺术形式设计中，如连环画绘本等“图片+文字”形式的设
计中，能够是其在图文叙事类读物本身叙事功能基础上，进一步
增加审美趣味。目前，通过对读书叙事图书进行研究，重点着眼
于对设计版式、技法表现、推广运营等方面。由于我国对镜头设
计方面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连环画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现代
绘本引入我国时间相对较晚，但由于其本身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且视觉效果良好，使得绘本快速风靡了市场，并表现出的颠覆性
特征，绘本在进行镜头设计中形态丰富、表现力强。而由于我国
在该方面研究相对较晚，经验缺乏，成果较少，尚且有待挖掘和
总结。连环画镜头设计处于发展萌芽阶段，但也是对图文叙事类
图书视觉设计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对象。通过对连环画和绘本进行
联系，并进行比较分析。能够从连环画到绘本演变过程中发现镜
头设计发展轨迹，可进一步掌握图文叙事类图书演进，以及设计
中镜头视觉语言方面变化。

2  连环画到绘本演变的早期探索
2.1绘本镜头叙事不足
关于绘本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如中国壁画说、日本绘经

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世界图绘》被认为是现代化绘本类
图书发展的雏形。而《世界图绘》这一类带有插图的书籍，在形
式和表现方面，依旧将文字作为主体图画作为点缀部分，在体量
方面，文字占比远高于图画占比，仅使用文字即可起到支撑叙事
功能作用，图画在图书中起到补充说明作用，不具备完整的叙事
功能，以及连续性的镜头语言组合，不具备镜头设计特征[1]。

2.2早期连环画中短镜头设计
我国现代出版于起源于明末清初，在民国时进入高峰，并

随着阅读要求提升，出现更带有插图的书籍杂志，以《儿童世界》
这一图画故事栏目为例，整体画风清晰，文字朗朗上口，是中
国绘本发展的萌芽。此时图文叙事类作品图书中图画，占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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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明显上升，甚至开始使用续画面方式组成镜头进行视觉设计。
镜头构图方面多采用传统绘画方式，如丰子恺作品中国画痕迹浓
郁，这一时期连环画中镜头设计意识相对缺乏。此时连环画镜头
设计意识相对薄弱者，这与绘画时采用封闭加构图框架进行规划
设计相关，即便能够对画面整体进行较好的掌控，且能够保证美
观性和造型生动性。但在镜头语言使用方面主动调度不足，镜头
画面剧情展开被动性强，需要文字进行牵引，对镜头设计技巧运
用意识不足，景物较为单一，叙事节奏极为缓慢，缺乏视觉冲击
力和情绪感染力。

3  连环画兴起及镜头设计意识觉醒
我国连环画作品发展的高峰期，在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80

年代末，此时连环画作品数量众多，表现手法多元化，整体呈现
“百家争鸣”发展态势，诞生了很多高质量的经典作品。在连环
画高速发展背景下，创作者为更好的吸引阅读者注意力，开始重
视对镜头展示，技巧运用镜头设计意识开始萌芽。使得这一时期
产出了很多具有设计镜头设计意识的高质量作品，如《地球上的
红飘带》，在设计中利用远近景物交替出现方式，借助强大的反
差，强化了视觉节奏。同时该部作品还采用跨页形式，将两个版
面合并为幅度较大的远景镜头，扩大了视野范围，且渲染出了磅
礴气势。

在对飞夺泸定桥的情景进行表现时，采用垂直冲屏大透视镜
头方式，对突击队员应用冲击画面进行展现，使得画面具有极强
冲击力。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采用影视作品剧照制作电影版本连
环画的艺术作品，此类作品在制作中经常使用高超的镜头表现技
巧，能够提升对观众目光吸引效果，电影版连环画镜头，得益于
前期镜头拍摄技巧的运用，影视工作者通过对镜头进行合理处理，
能够起到良好的画面展现效果。但连环画创造创作者并未受到启
发，将镜头设计融入到自身作品创作中[2]。

另外，连环画兴盛年代，我国网络不发达，高质量电视作
品较少，多数人很多接触国外电影，使得人们很少能接触到具有
高水平接头设计的画面，使得人们对连环画的画面设计要求较低，
未对既有的视觉叙事体系产生不满，使得镜头设计发展内外驱动
力不足，影响了连环画进步发展。但相对于连环画在美术风格和
故事题材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在镜头设计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4  连环画到绘本的继承与创新
4.1连环画和绘本关系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将绘本作为一种舶来品，近些年来逐

渐进入公众视野，绘本通常采用一图一页方式进行设计，从整体
版面和开本比例方面而言，绘图类似于放大版的彩色连环画，
绘本专家芭芭拉·库尼认为“绘本像是一串珍珠项链，图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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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文字是穿起珍珠的细线”，由此而言，连环画与绘画本
质上都属于图文叙事类读物，差异以较小。有观点认为，我国
民国早期出现连环画，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绘本，也是本土绘
本诞生的起点。但通过比较现代绘本与我国连环画，从镜头设
计方面而言，存在本质上区别，现代绘本吸收了连环画优点，
同时借鉴电影、动画、绘画设计中的有相关表现手法，并进行
适当创新，已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

4.2绘本镜头设计特点
绘本在进行镜头设计中，使用开放性构图方式，该设计方

式突破了传统固定画内展现剧情的表现方式，打破了传统可视画
面空间限制，利用画外虚拟空间形式，为人们构建了一个不可
见空间。相较于以往封闭构图，认为镜头四周作为与外界无关
的设计理念，且过于重视框架内秩序的设计方式，开放式镜头
构图更加关注镜头内容，以及与外界的环境的关联性，这种设
计方式利于营造相应氛围，能够帮助人们产生一定联想。

绘本具有宽画面、大尺寸特点，能够更好的展现复杂镜头
并进行合理调度，如《我想要只虎纹猫》这一绘图使用平行蒙
太奇手法，对虎纹猫和小女孩荡秋千、爬树、玩滑板等多个场
景进行镜头设计，并将不同的画面统一在一个相对完整的镜头画
面构架中，巧妙地实现了对复杂故事叙述。

利用留白和文字，可增加镜头设计层次感。在连环画中的
文字通常放置在镜头之外，并以第三人称口吻方式进行叙述，
整体情绪表达方面饱满性不足，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漫画类作
品，文字通常以对白形式进行展现，能够使读者快速进入到相
关剧情中，但过多的对白会对整体画面起到遮挡效果，甚至对
镜头的连贯性产生破坏。与之相比，绘本中的文字通过吸取传
统的文化以及漫画优点，并通过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利用不
同形式点、线、面进行展示，使得画面结构更加美观、平衡，
实现了对读者视线引导，同时它赋予了绘本镜头声音。在儿童
绘本中，“念”是其主要特点，作者通过赋予文字音韵，使
得绘本中内容阅读更加朗朗上口，增加了画面镜头声效设计，
通过画面与声音音乐同时展开，使得整体效果，产生了与电影
镜头中“音画同步”技巧相近效果。如《马头琴》，这一作
品利用留白、压缩跨页面画面的镜头设计角度，增加了镜头长
宽比，与电影画面中遮幅宽银幕镜头手法相接近。同时利用留
白能够为作者发挥想象力提供更多素材与空间。而优秀的绘本在
使用中，不仅可以具象的呈现整体画面，而且能够丰富图像信
息，更好地传达作者思想和用意。此外，通过对镜头、留白
以及文字三者之间形成的政府空间，以及存在形态进行灵活运
用，能够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

4.3连环画到绘本发展启示
良好的镜头画面，既要保证内容精彩，又要确保其易读

性，相比于传统连环画，画面需要读者进行适应，采用绘本镜头
方式，能够提高画面感染力。在绘本画面在内容设计方面，通过
寻找到与镜头运用的平衡点，即可有效借鉴传统绘画手法，营造
相应的镜头风格，又可通过对电影中复杂镜头手法运用，营造紧
张刺激的视觉范围，绘本镜头存在感较高，但同时也未时刻强调
镜头感，其在设计方面，通常在一页一格的大框架中对镜头进行
灵活设计。能够在保证画面整体性同时，实现对各种技巧合理运
用，使得镜头中相关对象在适合的时间，出现在适合的位置，良
好的镜头设计方式，不会让读者感受到刻意设计，使得整体画面
自然感更加明显，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引导[3]。

5  绘本的纸质到数字化发展
5.1数字绘本特点
随着现代化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各领

域中应用，绘本内容经过数字化处理后，开始使用手机、电脑

等移动终端设备呈现出来，这种数字化处理方式，使得数字绘
本应运而生。而数字绘本，具有两方面特点。一是，媒体化。
在镜头设计中，通过充分调动图、文、声、光、影等要素，
可实现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方面信息传递，更好的满足人们
需求；二是，交互性。数字绘本读者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
阅读，能够同时与不同读者进行互动，并获得反馈结果。相较
于传统连环画与绘本中，利用视觉引导镜头和暗示方式产生的

“动”感存在差异，数字绘本基于现代化技术进行动态画面设
计，能够实现镜头的真正动态化，使得复杂性镜头在调度方面
更加直观易懂。

5.2数字绘本重构
不同于传统纸质绘本的叙事体系，现代化数字绘本在跨页设

计、视觉轴线、文字符号、立体展现等方面经过数字化转化，
使得原有设计感和形式美消失。但数字绘本动态画面以及主页显
示方式，消除了普通画面组接间产生的问题，利用运动镜头、
动画效果以及后期制作技术进行重构，保证了整体画面展现效
果。在进行数字化重构中，数字绘本取代了纸质绘本利用画面
并置进行叙事以及虚实结合方式，以及推拉镜头、特写镜头和
闪白转场效果的设计方式。通过对蒙太奇构成要素进行利用，
即画面和声音，使得数字绘本产生了良好的音画效果，有效弥
补了传统纸质绘本中声音元素的不足，同时实现了音画同步以及
音画对位。

5.3数字绘本发展与展望
图文叙事读物，经历了连环画到绘本的演变，在这一过程

中，镜头设计意识诞生并创新，再到技术运用，实现了数字绘本
发展，更好地满足了读者需求。同时技术变革式，使得镜头设计
手法应用方面，成为绘本发展的一项重要成果，并且打破了硬件
对绘本发展的制约，数字绘本利用声、光、特效结合方式，在多
媒体手段和镜头语言支持下，提升了整体画面展现效果，使得读
者获得了更好的参与感。而数字绘本的这一使用优势，使绘本脱
离了传统纸质媒体限制，增强了阅读感官，但也失去了一定阅读
兴趣，使得绘本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技术
的改革促使绘本实现了新的变化。因此，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将其与绘本等图文叙事读物相结合，能
够促使绘本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变化[4]。

6  结论
以往人们的娱乐生活相对简单，连环画是儿童重要读物，

尤其是90年代及之前儿童。但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受人们眼界变
化与需求影响，传统连环画开始逐渐退出市场。进入21世纪以后，
随着我国市场发展，大批引进版童书占据了市场，而绘本作为一
种从连环画中演变而来的图书形式，成为童书市场中支柱性产品，
获得了更多儿童及家长认可，经过相关研究发现，这种演变与镜
头设计引进相关，为更好的了解连环画到绘本演变过程，需要加
强对镜头设计演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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