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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圖畫書已經進入蓬勃發

展的局面，從2014年度臺灣原

創的圖畫書中可以發現：出版

形態更加豐富、新秀亮眼竄出，

且內容更貼近本土生活，獨立

出版也開始出頭。

由「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

會」所經營的獨立書店「小房子

書舖」，每年一月份都會展覽前

一年度的臺灣圖畫書出版品，讓

喜愛圖畫書的讀者有機會一口氣

看盡全年度新書。

2014年度出版的臺灣原創圖

畫書數量為60本（不包含政府單

位出版品、非書局通路的書、漫

畫），共計20家出版社，為了讓

讀者對展出的圖畫書有更深入的

了解，小房子書舖特別在開展當

天舉辦一場講座，由蒲公英總幹

事王怡鳳進行導讀，也提出對臺

灣圖畫書出版趨勢的觀察。

2014年度出版的本土圖畫書

更豐富、更本土、更深刻

臺灣圖畫書
綻放新風情
文、圖 ︱ 蘇士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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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個特別之處：出版形態更加豐

富，新秀亮眼竄出，資深作者在繪

畫手法上有更多創新表現，過去未

曾出版過圖畫書或以出版翻譯外文

繪本為主的出版社也加入發行本土

作家行列，貼近本土生活場景的臺

灣風情題材大增，獨立出版也開始

出頭。以上的現象，顯現出臺灣的

圖畫書已經進入蓬勃發展的局面。

關懷臺灣農產

過去市場上有許多臺灣風情

題材的圖畫書，題材大多受限在民

俗故事，但2014年的圖畫書在題

材上顯得多元，有很高比例是專注

在與臺灣這塊土地相關的情節。

《小綠葉蟬的魔法》完整介

紹了有機農業，以及小綠葉蟬的生

態習性，並且帶入生態保育的觀

念。

作者以「茶香村」一個濃縮

的家庭故事呈現了臺灣茶農的變

遷；農村沒落年輕人外流，年邁的

老農生病，大兒子被迫回鄉繼承茶

園，為了突破困境，決定種植有機

茶。在不施肥料、不噴農藥下，茶

葉被一種叫做「小綠葉蟬」的蟲咬

得坑坑洞洞。醜八怪的茶葉只能作

成紅茶，沒想到小綠葉蟬分泌的唾

液引發了化學變化，促使這些被蟲

咬過的茶葉沖泡後卻有一種芬芳的

蜜香！

看過電影《魯冰花》的人一

定對於主角抓茶蟲的情節印象深

刻。被視為茶樹害蟲的「小綠葉

蟬」成蟲體積很小，大約只有2.5

毫米，這些蟬蟲專門吸食茶樹嫩葉

的汁液，茶芽因此變黃蜷縮、葉形

捲曲變硬。但小綠葉蟬肆虐過的葉

子製成紅茶後會散發出一股迷人的

蜜味香氣，是愛茶如癡的英國人眼

中的極品。

這本書故事最精采的章節莫

過於人與自然的互動：農民善待了

大自然，土地則回饋了禮物。

《香蕉的秘密》對香蕉的生

長過程、香蕉的營養及好處，還有

香蕉的採收、產銷過程都有詳盡的

介紹，還讓小朋友知道香蕉成熟的

暗號就在香蕉皮上的黑點。

臺灣曾經是「香蕉王國」，

黃橙橙的香蕉是臺灣經濟的主要命

脈，尤其在日據時期，臺灣香蕉幾

乎佔了全日本的市場。雖然今日風

光不在，但香蕉的美味與營養價值

仍然是值得推薦的水果。只是多數

的小朋友對香蕉缺乏深入的情感，

甚至有些人不愛吃香蕉，《香蕉的

秘密》透過自日本回到臺灣的小表

妹角色，生動介紹了香蕉的特殊之

處，相信看了這本書，所有小朋友

都會愛上香蕉。

1 	 「小房子書舖」是愛好圖畫書讀
者的天堂。

2 	 「小房子書舖」特別在臺灣圖畫
書回顧展開幕當天舉辦一場講

座，由「蒲公英故事閱讀推廣協

會」總幹事王怡鳳進行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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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在地的驕傲

《我們的安平古堡》描述一

位叫做阿奇的小學生，自小住在古

堡附近，對古堡的歷史有著濃厚的

興趣，立志當古蹟導覽員。在偶然

的機會下，阿奇自告奮勇為遠從荷

蘭來的遊客解說、分享古堡的歷史

故事，從此讓師生對他刮目相看。

書中主角阿奇從沒有去過臺

北101，同學常笑他土，作者藉由

平凡在地人的小故事，描繪出主角

擇善固執、熱愛家鄉的情感，以及

勇於面對挑戰的個性，加上主角父

母親代代相傳的蝦餅製作工作，相

互呼應出堅持傳承的動人之處。

《戴帽子的女孩》是對臺灣

本土畫家陳澄波的禮敬。

陳澄波出生在嘉義，是首位

作品入選日本帝展的臺灣人，在世

界上擁有重要的藝術地位，他的作

品大都以臺灣風景為素材，2012

年起嘉義市政府將每年2月2日訂

為「陳澄波日」。

2 0 1 4 年 是 陳 澄 波 大 師

一百二十歲冥誕，《戴帽子的女

孩》串連陳澄波十四幅作品，帶領

讀者踏訪臺灣三十年代的小鎮風

光。

畫家陳澄波筆下經常出現的

小女孩，輕輕巧巧地從《夏日街

景》的午後，走進《嘉義遊園地》

裡的綠色國度，尋找嬉戲的丹頂鶴

和調皮的猴子，又從《新樓風景》

裡的紅瓦洋樓放學，踏入《九月城

隍祭典》的熱鬧廟會……。以畫家

的原始畫作賦予故事串連，文與圖

的關係，既是平行，又有交會，這

樣的編輯手法超級創新，更讓讀者

對陳澄波建立了深刻難抹的印象。

《跟著林旺爺爺千里長征》

最精采的內容，在於透過一隻大象

映出當代的歷史發展。

林旺是大家熟悉而且喜愛的

動物園明星，更是臺北市立動物園

的精神象徵，即便牠已經過世超過

十年，很多人仍對「林旺爺爺」印

象深刻。

林旺活了大約86歲， 在緬甸

出生的牠自幼被象伕照顧長大，二

戰時被日軍抓去運輸物資及拖拉大

砲，後來國民黨部隊從日本軍隊俘

獲林旺，戰爭結束之後，當時的指

揮官孫立人以沿路表演賺取路費的

方式，讓林旺從緬甸跟著軍隊走了

1000公里到廣州，1947年輾轉送

到臺灣，林旺在2003年2月過世，

隔年被製作成全世界最大的亞洲象

標本。

作者以圖畫配合文字敘述，

一頁一頁訴說著林旺繽紛精采的生

命旅程，即使來不及親眼見到林旺

的讀者，到動物園教育中心看望標

本時，也會感受到牠是我們親切的

老朋友。這種歷史傳承的教育，何

其動人。

跨越物種的情誼

《黑鮪魚的旅行》的特色，

是讓讀者認識黑鮪魚的生命歷程，

學習關懷海洋生態。

剛出生的黑鮪魚不到半公分

3 	 圖畫書適讀的年齡層很廣，不同
的生命階段都能從中領略不同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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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沒有人會相信那麼柔弱的生命

竟能完成將近九千公里的跨洋之

旅。書中主角黑甕串（臺灣對黑鮪

魚的稱呼)、托樂（Toro, 日本對黑

鮪魚肚的稱呼）在廣大無邊的海洋

中展開屬於牠們的成長之旅；這趟

旅程並不安逸，每一次的經歷都是

一場攸關生死的磨練，牠們必須發

揮自身的毅力和耐力以及相互砥

礪、協助的情誼，去克服這場攸關

性命的挑戰。

從歷經颱風巨浪，到受困人

工魚礁，到失去黑潮的護航進入冰

冷海域，到進入漁夫佈下的陷阱、

誤食魚餌，到在美國加州外海遭受

鯨魚的攻擊，最後終於英勇的完成

了橫渡太平洋大旅程。成熟的黑鮪

魚在美國待了三年後，又再度回到

出生地，去完成繁衍下一代的重責

大任。

故事的尾聲，在悲喜對立中

劃下了句點；悲，在於黑甕串被捕

了。喜，是漁夫們歡欣鼓舞擄獲黑

鮪魚，黑甕串成為老饕口中最美味

的生魚片，這樣的悲喜，隱藏著極

大的諷刺。

《拐杖狗》這個故事，從高

雄愛河旁五福三路口一只從貨車掉

落而下的紙箱道出老人與狗的奇異

相遇，這是上帝珍貴的賜予，彼此

展開了相互慰藉的幸福，但有一天

老人在途中昏倒被救護車載走，狗

狗咬著老人平日不離手的拐杖追趕

救護車，迷失在叢林的牠只要聽到

嗚～喔～嗚～喔的聲音，看到閃紅

燈的白色車子，就以為老人在那

裡，結果咬著拐杖的牠越追越

遠……。

讀者可以從圖畫中找到暗藏

在城市鄉鎮的不同特徵，依著線索

知曉狗狗在漫長的旅途中流浪到臺

灣哪些角落。每一幅畫面，都是一

段故事，而藏在畫面的深處，是你

我熟悉的臺灣土地與人文，至於一

路慌張和困頓的狗狗身影，則是最

令人動容的情誼。

看得見聲音的圖畫，看不見

文字的對話，卻藏著無盡的友誼、

信賴、忠誠。這是作者在這本書所

要傳達的精神。

不同對象領略不同風情

圖畫書過去在臺灣一直被視

為兒童讀物，真正讓讀者熟悉「繪

本」這個概念，來自於「幾米旋

風」。幾米1998年發行第一部作

品後，就受到讀者的喜愛和賞識，

其中《向左走向右走》延燒到其他

的傳播媒體，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

連續劇、音樂劇，此後，各出版社

掌握繪本在圖書市場的暢銷特性，

圖書市場上開始出現了將文學作品

改編成繪本、漫畫的形式。甚至，

教育專家也發現，科普類教科書轉

換成圖畫書形式，學生的吸收力大

增，因此，教科書繪本化已逐漸成

為新趨勢。

如今，大家已經跳脫「繪本

等於是兒童文學」的想法，圖畫書

市場分化出「非兒童」對象的繪

本；越來越多的成人將圖畫書列為

閱讀名單，許多出版社開始積極培

養創作人才，創作者也樂於量身打

造以成人閱讀為訴求的繪本。

事實上，圖畫書的閱讀對象

比文字書來得更具彈性，無字的繪

本，或是簡短的字句，適讀的年齡

層很廣，不同的生命階段都能從中

領略不同的風情。這是圖畫書的魅

力所在。

4 	 喜愛圖畫書的讀者一口氣看盡全
年度新書。

5 	 教育專家發現，科普類教科書轉
換成圖畫書形式，學生的吸收力

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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