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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裡的漫畫奧秘─談《阿里愛動物》的漫畫語法運作

圖畫書裡的漫畫奧秘

談《阿里愛動物》的漫畫語法運作

王宇清 ◎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壹、漫畫語法與當代圖畫書

當代藝術中，不同媒體間特性的相

互戲仿、借鏡，開展出日益多樣的創作技

巧。今日的圖畫書的圖像表現方式更可謂

琳瑯滿目，令人目不暇給。

「漫畫」，通常被歸類於「通俗讀物」，素來缺少文學與藝術上的普遍認

同。事實上，漫畫與圖畫書之間，有不少共通的特性，兩者同樣結合了圖像、文字，甚至

「圖像化文字」，來豐富敘事的方式與感受。當前圖畫書理論經常談論「圖文關係」，並認為

理想上的圖畫書應是「圖文互補」的；漫畫卻是圖為主，文為輔的媒體，被認為視讀能力的層

次較低。

然而，從現代漫畫理論來看，漫畫的構成至少包含了六項最核心的語法─畫格與畫

框、狀聲字、效果線、對話框、頁面設計。這些語法的作用複雜而微妙，運用上也有許多變

化，運用於圖畫書敘事與畫面的賞析，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趣味與詮釋，對於圖畫作者的風格

解析，也有相當的幫助。

《阿里愛動物》，正巧是一部適合運用漫畫理論來進行賞析的作品。以下，是以漫畫語法

的觀點，來進行賞析   

貳、角色主體與動態：對話框、效果線

一、對話框

圖畫書與漫畫之間極大差異之一，在於「對話」的呈現方式。圖畫書往往將角色之間的對

話，以文學文字的排列方式來呈現；而在漫畫中，則會以「對話氣球」，或者至少會以一條細

線連接角色與其台詞。

是否使用「對話氣球」來呈現角色的台詞與對白，對作品產生的效果差異，主要在於角色

是否具有「自我表述」的能力。一般圖畫書中角色的對話主要於文字故事中呈現，彷彿有個超

然的敘事者在引導著讀者；若採用對話氣球的方式，則會使得角色成為一個獨立的、具有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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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主體。

《阿里愛動物》書中，在背景不斷出現，說著「才怪！」的鳥兒，正是以漫畫的形式來呈

現，同時是少數具有自己的「對白」的角色。牠一聲又一聲的「才怪！」無疑是書中極具趣味

的部分。還有從怪物口中吐出，非人類的語言，也是如此。

在文字作者的敘述中，並沒有賦予這些角色說話的機會。然而，繪者以漫畫式對話氣球的

方式，讓某些角色從文字敘述中跳脫，形成圖像的主體與敘事者的主體間產生雙聲對話，讓圖

像部分既為文字服務，同時仍保有自己的敘事主體性。

二、效果線

《阿里愛動物》中另一個明顯的漫畫風格，在於作者大量使用了效果線，來增加角色與畫

面的動態性。

效果線的「發明」，目的在於克服圖片的靜態本質，產生動感。各位讀者若不清楚什麼

是效果線，可以觀察在《阿里愛動物》中，當角色揮手、奔跑時，在肢體附近出現的弧線、斜

線、直線，都是用來表達動態的效果線。一般而言，讀者需要在文字敘述的提示，或者毫無提

示的狀況下，運用心象去想像角色的動作。這些線條為讀者提供了清楚的方向與軌跡，讓讀者

從畫面就可以確實體會角色動作的情況。從「填補空隙」的觀念來看，這樣的表現方式究竟是

「剛好」，還是「過多」，並沒有絕對的標準，但卻是讀者和創作者都可以思考斟酌的面向。

叁、時空魔法：重複影像、畫格、版面設計的運作

接下來所要討論的，更是漫畫語法中的重點，也就是時空表現的「魔法」。透過下列諸項

語法，可以產生「歷時性」和「共時性」的諸多應用變化。

一、重複影像

漫畫語法中的重複影像來自於攝影藝術中重複曝光的技巧，能夠在同一個畫面中呈現不

同時間的物體運動，表現移動的軌跡。例如故事中描述阿里出發前往怪獸島的過程（頁18-19）

時船隻的移動，在一張大的海圖上，重複出現了多次阿里的船，並不代表有那麼多阿里的船出

現；透過同樣的背景，讓讀者能夠觀察阿里前進的軌跡。跨頁的場景，由左右兩頁共同構成，

而主角在兩個頁面皆有出現。場景的單一，提示讀者空間的全貌，重複出現的船隻，則讓讀者

理解船隻的航行軌道。後來阿里匆忙從怪獸島逃離（頁43），也運用了這樣的技巧。

二、畫格運作

另一個更值得討論的，則是連續畫格的運用。

畫格的大小、畫格之間的間隔、頁面上出現的畫格數量，都是漫畫中用來表達時間頻率

的技法。一般而言，畫格越大，代表事件越重要；而畫格之間的距離越小，表示畫格之間的時

間間隔越小，反之則越大。一般較為傳統的圖畫書，大多以單頁、靜態的方式來呈現畫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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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圖畫書作者，運用了漫畫的畫格技巧，在一個頁面上以兩個、三個、四

個，甚至更多的畫格來呈現畫面。例如華裔圖畫書名家陳志勇（注），便十分擅長運用大量的

畫格元素。

阿里被奇怪動物們剝去衣裳的過程（頁34-35），事實上在文字的故事上沒有呈現出來。作

者特別以跨兩頁、分為五格的連續畫格，來呈現一段「故事之外的故事」，讓阿里光了屁股，

增加了閱讀視覺上的趣味。

在五個畫格中，畫家以類似攝影機於兩個角色間往返的「乒乓球」的運作方式，讓我們能

在阿里與動物相互的面部表情與背影之間切換，感受到阿里被剝衣時的驚恐、與動物天真卻具

有威脅性的舉動。這五個畫格，呈現了僅有畫面而無文字的鏡頭流動，在聲音上製造了無聲靜

默的壓抑效果，同時也是生動豐富的無文字漫畫。

前段所提到阿里被怪物剝去衣服的無文字敘述所製造的無聲效果，在當讀者翻至下一頁

時，畫面一下出現了極具緊張感的動詞重複─「逃、逃、逃」、「追、追、追」，文字敘述

的聲響迸發而出，瞬間打破沉寂，讓讀者的情緒隨之高漲。

而連續四幅（三幅跨頁、一幅單頁）的「逃」、「追」畫面，也具有另一種漫畫式的動態

趣味。事實上，我們可以將這四個頁面看成是三個大型的連續畫格，屬於同一個時間系列中所

發生的事件。第一幅（頁36-37）以較近的水平鏡頭，將阿里與少數追趕的動物清楚地呈現，目

的在於建立一個追趕的事件。到了第二幅（頁38-39），鏡頭拉遠，人物較小而模糊，追趕著阿

里的動物，雖然具有威脅感，但似乎並不強烈。但一進入第三幅（頁40-41），畫面的結構與雖

與第二幅幾乎一模一樣，動物的數量卻瞬間驚人地增加。透過近似結構的運用，這兩幅畫面之

間所營造的時間間隙是非常小的，因而得以營造出動物們數量「瞬間爆增」的效果。而第二幅

畫面中原本迎向阿里的眾隨從，到了第三幅時，卻是落荒而逃。兩個之間的反差，造成了強烈

的動態趣味。到了第四幅（頁42），阿里眾人已經逃到海邊，準備逃離，四格的「逃追過程」

至此告一段落。

三、版面設計

漫畫還有一個重要的技巧，即畫格的編排也造成了頁面上的分割、排列所造成的藝術拼貼

感，這又涉及到漫畫語法上「版面設計」的探討。

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在本書中，繪者經常以左右跨頁的大場景，製造動態和對比的雙重

作用。例如當阿里墜落地洞，作者讓阿里在兩幅跨頁中，左右兩頁（頁26-27、頁28-29）各出現

一次，除了指出時間點的不同外，也讓讀者觀看地面上所出現的不同情境。兩個頁面看似僅有

一個時空，但阿里重複兩次的出現，卻又分別指出不同時空，兩幅跨頁又可以四個獨立的畫面

來欣賞，這樣的時空「交錯疊合」，卻不會影響讀者時空感知上的錯亂，其實是很微妙的，只

是我們平時不太容易仔細思考其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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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思考延伸

從漫畫語法思考《阿里愛動物》讓筆者不禁又進一步思索，若一般用於敘述文句的印刷字

體能夠加以搭配變化，是否又能夠產生更多不同的效果？

漫畫裡經常出現圖像化的效果文字─例如用以形容漫畫的狀聲字，以及用來強調口氣

的字型變化、字體大小變化，能夠賦予文字圖像的特性，將情緒、口氣、暗示傳播給讀者。

此處所指，是更多編排上的可能性與選擇，而非暗示文字敘述部分全由一般固定的字型轉

換成圖像式文字。例如前面曾提到的「逃、逃、逃、逃」與「追、追、追、追」，若以圖形化

的字體來呈現，或者在大小上做出變化，是不是將產生不同的趣味？

當然，字型與字體大小的變化呈現，在許多圖畫書中早已出現過，只是當我們從漫畫圖

像語言的角度來觀看時，確實讓我們意識到更多美學上的可能性。什麼文字適合以規矩的「文

字」來呈現，哪些部分可以交給繪圖者發揮？有哪些是編輯可以做出編排上的變化？針對這些

可能性進行思考，將使得圖畫書的圖文關係編排產生更多藝術與閱讀詮釋上的可能。

伍、結　語

一般來說，傳統插圖的靜態畫面，比較具有想像空間，漫畫的動態呈現方式，則是使人親

近、一目了然。不過，我想有不少讀者，或許會認為圖畫書不宜太過「漫畫」，認為靜謐的美

感比較接近圖畫書的本質；而我認為，各種媒體的混合，卻是有益於藝術本身的。我們經常不

自覺地接受圖畫書作家的嘗試與跨越，端看繪者是否能夠適切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故事 

讀者不妨拿出其他的圖畫書來比較，將不難發現《阿里愛動物》中的畫面「動感」許多。

這無疑是作者運用了上述諸多的漫畫語法所造成的效果；除此之外，繪者以漫畫的動態語言，

達到了以圖畫填補、豐富文字空隙的功能。

以漫畫語法的角度來賞析圖畫書，將能開啟更多對圖畫書閱讀與創作的再思考。有興趣的

讀者也不妨多注意手邊的圖畫書中，是否也隱藏、運用了許多漫畫的語法技巧，又製造了什麼

效果？相信亦會是十分有趣的閱讀體驗。

注　釋

‧陳志勇，為知名的澳洲華裔圖畫書作家。作品有《緋紅樹》、《失物招領》、《別的國家都沒有》、

《抵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