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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人印象中，可愛繽

紛的繪本，常被視為孩子

的專屬讀物，「後青春繪

本館」主編盧怡方，卻首

開臺灣先例，用繪本陪伴

熟齡長輩，不僅研發出一

套課程，還培訓志工深入

照護機構和社區，讓閱讀

幫助長者綻放另一個驚奇

的人生花火。

撰文╱陳怡如　攝影╱林宜賢

談起家中的破萬本繪本，盧怡方笑言是個「災

難」，不僅書櫃塞滿滿，還蔓延到地上堆成一塔一塔的，

最後只好藏在各個角落裡。令人意外的是，她並非從小

就開始讀繪本。

她的閱讀啟蒙從國小開始，當時老師要學生自己

找書摘錄佳句，讓她愛上了優美文字，自己還會主動拿

《唐詩三百首》背誦，每背一首，就打勾勾做記號。她

也喜歡有畫面感的文字，不僅愛讀童詩，還參加童詩

社，雖然字句簡單，但每一句都很有畫面，甚至連詩句

的排列都有形狀，「當時純粹覺得中文好美！」

初識繪本   深深著迷圖文載體

雖然喜歡有畫面感的東西，但小時家中並沒有刻

意買繪本，直到大學她念了幼兒教育系，對幼兒師資來

說，「繪本」是一種教學工具，在大一課堂上，她第一

次接觸到繪本，「我當時很驚訝，世界上怎麼有這麼好

看的書！用很少的字、很簡單的圖，但卻能傳達很深的

故事和情感。」

她還記得當時看到繪本大師謝爾 ‧ 希爾弗斯坦

（Shel Silverstein）的《失落的一角》，故事描述一個

圓出發尋找自己失落的一角，它歷經波折，遇到無數的

角，有些太大、有的太尖，最後終於找到一個能成就圓

滿大圓的角。

但變成圓之後，卻滾動得太快，它再也無法停下

來，和小蟲說話、聞一朵花香，甚至唱不了最想唱的快

樂歌。於是它懂了，輕輕把角放下，繼續從容上路，尋

找失落的一角。

人們終其一生都在尋找自己「失落的一角」，但

真正的「圓滿」是什麼？從這個故事，讓你了解自己真

正要的是什麼，「這本書甚至沒有色彩，只有線條，非

常簡單的圖，每個人都畫得出來，卻可以講出這麼深刻

的故事。」

當她接觸得愈多，就愈發現繪本的多種樣貌，深

深感受繪本世界的博大精深，「我開始著迷這種文字跟

圖像合作說故事的載體。」她甚至打工分期付款，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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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共80本、售價高達4、5萬元的繪本套書，

更不用說常常去書店、圖書館看繪本。

因為太愛看故事，也影響了她的職涯選

擇，「我開始在想，有沒有一個工作是只要跟

小朋友說故事就好。」她笑著說。畢業後她擔

任親子館老師，滿足說故事的夢想，5、6 年

後，又繼續攻讀幼兒教育碩士學位，也曾任大

學幼兒教育系的兼任講師。

設計課程   推廣熟齡讀繪本

但她自己也沒想到，一直深耕嬰幼兒和

學齡前領域的她，後來竟開始推廣熟齡閱讀。

盧怡方的先生是資深媒體人高有智，曾任熟齡

生活雜誌《安可人生》的總編輯，某天他看著

家裡的繪本山，發現繪本字少圖多，讀起來又

有生命哲理，應該也很適合熟齡朋友閱讀，因

而詢問太太意見。

36

盧怡方認為繪本可用最少的文字、簡單的圖傳達意義最深刻的故事。

《失落的一角》是繪本大師希爾弗斯坦相當知名的作品；《唐詩

三百首》開啟盧怡方對文字的喜愛。

閱讀是一種思考練習，透過閱讀，可讓頭腦時時處於活動狀態。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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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怡方想起日本作家柳田邦男在 57 歲那

年歷經喪子之痛後，重拾繪本，他在繪本中找

到了慰藉，也重新領悟繪本裡的深刻意涵。他

因而主張大人們應該「三讀繪本」，第一讀是

在童年，第二讀是為人父母時陪小孩閱讀，第

三讀是累積無數人生經驗後為自己而讀。人們

對繪本的感知，會因為不同人生階段，而有不

同解讀，兩人因此決定開始推廣熟齡讀繪本。

2017 年，她開始在《安可人生》開設「後

青春繪本館」專欄，邀請臺灣繪本創作者、推

廣人和出版社，挑選適合熟齡閱讀的繪本，推

廣熟齡讀繪本的風氣，至今專欄已經累積了

300 多篇文章。

她不僅教熟齡如何讀繪本，更讓繪本成

為陪伴高齡長者的創新工具，「繪本不僅能閱

讀，也能拿來做社會參與。」她發揮過去設計

閱讀課程的專業，在 2019 年發展出一套「用

繪本陪伴長者」的創新服務方案，訓練熟齡繪

本活動的專業人才，包含選書技巧、說故事技

巧、延伸活動設計和現場實作演練，成了全臺

灣第一個設計熟齡繪本活動的專業團隊。

課程吸引不少想當志工的退休族和長照

機構人員、社工、照服員、社區關懷據點的同

仁參加。除了自辦課程外，盧怡方也攜手各縣

市社會局處、醫院、各大專院校的社工系、長

照相關科系、高齡關懷相關社福團體等合作培

訓，4 年來已培訓上千人。

閱讀陪伴   用生命影響生命

和過去讀繪本給小朋友聽相比，陪長者

讀繪本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技巧。面對孩子，重

要的是吸引他們的注意力，念的時候要有重

音、節奏；但面對長者，「長者都喜歡說，但

卻沒有人聽他說，繪本是引發他說出自己生命

故事的媒介。」

她拿起一本《我的美術館》說，故事從

小孩視角出發，當大人聚精會神欣賞美術館中

的名畫和雕塑時，孩子也正用自己的方式找到

隱藏的藝術之美。在他眼中，清潔人員的體態

和古典女神雕像同樣迷人，男子身上的刺青和

青花瓷一樣美麗，生活中處處可見藝術。當故

事說完後，就可以請長者分享，他們曾經也看

過哪些很美的事物。

雖然這本繪本以孩子為主角，但熟齡朋

友讀來一樣有收穫，「好的繪本是不分年齡層

的！」閱讀也是一個思考練習，高齡最擔心失

智，透過閱讀，讓頭腦時時處於活動狀態。

閱讀不僅改變了盧怡方的人生，從大學

對繪本一見鍾情，因此致力推廣，也改變了許

多長者的人生，「我們看到很多用生命影響生

命的故事。」有位住在花蓮的大姊，雖然已經

高齡 80 歲，但仍非常有活力，特地來臺北受

訓，有次她到了一個社區關懷據點服務，在場

的長輩大多是 6、70 歲，意外形成 80 歲陪伴

60 歲的動人畫面，「大姊說，當她在做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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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時，早已忘記自己的年齡，純粹分享熱情。」

有對 60 多歲的夫妻被她感動，希望他們以後

也能像她一樣服務別人。

另一位 60 歲的大姊，為 90 幾歲的長者

服務，但下次再去時，發現長者已經離世，對

她帶來很大衝擊，因為死亡如此靠近，讓她更

不想浪費生命中的每一分一秒。過去她對自己

有很多設限，比如每次在分享場合，她都很想

舉手講話卻沒有勇氣，但現在全都打破框架，

即使第一次舉手心臟跳到差點要叫救護車，還

是努力表達，甚至開始嘗試騎機車環島，「不

只是單純閱讀繪本而帶來的改變，更因為服務

陪伴而感受到生命價值，進而做出改變。」

作品支撐   熟齡繪本愈發蓬勃

盧怡方觀察，過去臺灣的出版市場還是

習慣將小孩作為繪本的受眾，並沒有「熟齡繪

本」的概念，但如果熟齡繪本要發展成一個產

業，「不只是邀請高齡讀者來讀，也希望創作

者端可以加入。」因此她拋磚引玉，在 2020

年底出版了臺灣第一本以熟齡視角創作的繪本

《第 100 根白毛》，以奇幻的黑貓故事談論

變老議題。

盧怡方以熟齡視角創作《第 100

根白毛》，以奇幻的黑貓故事談

論變老議題。

熟齡繪本若要發展蓬勃，不僅要

有高齡讀者閱讀，也需要更多創

作者加入。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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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她愈來愈常聽見熟齡繪本這個詞

彙，許多出版社也接連推出相關繪本。她翻開

推薦清單，像是《巴黎老奶奶的故事》，描述

一位奶奶隨著年紀漸長，記性變差、視力大不

如前；腸胃不好，所以不能再吃大蒜和洋蔥等刺

激性食物，就連最愛的爬山、游泳也難以負荷。

但老奶奶總是用樂觀和幽默轉化：記性變

差沒關係，找一件東西，往往可以再發現 10

件東西；不能吃洋蔥沒關係，這樣再也不會因

為切洋蔥而流淚；不能爬山游泳也沒關係，鞋

子就不會磨壞了。心境，常常影響自己對變老

的看法，未來你是不是也能當個以臉上皺紋為

傲的老先生、老太太？

另一本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首獎的

《注音練習》，巧妙的將注音ㄅ到ㄦ融入詩句，

講述一位不識字的阿嬤，如何渡過重男輕女、

幼年失學、為家庭奉獻、老年因不識字而困窘

的人生故事。歷經諸多犧牲及成全後，現在她

開始練習寫字，重拾自信，即使老了，也能活

出不一樣的自己。

2022 年盧怡方晉升為新手媽媽，除了為

孩子讀繪本，閱讀也為她忙亂的育兒生活帶來

滿足和平靜。即使每天只能用零碎空檔看書，

但能安靜的閱讀、思考，再把解讀化為文字，

「在閱讀跟書寫過程中，感覺到『我存在』，

我就是我，不只是誰的媽媽或老婆。」在每個

生命階段，閱讀總扮演不同角色，但不變的

是，每個人都能在閱讀中得到啟發和樂趣。

想瞭解更多

後青春繪本應用

請掃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