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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素霞──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

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七

陳玉金 ◎ 兒童文學工作者

1989年，臺灣首次有插畫家將童書插畫作品《水牛與稻草人》寄到義大利，參加波隆納童

書展插畫展，並且獲得「文學類」入選，這位開路先鋒是徐素霞，自此也開啟了臺灣童書界畫

家參加波隆納插畫展的道路。

◆　童年生活與閱讀

徐素霞出生農家，小時候住在苗栗鄉下，有兩個弟弟。雖然當時物資環境不是很好，但

唸小學時，班上設有班級文庫，她印象深刻的有《小學生》雜誌，其他都是以文字為主像是安

徒生或是格林童話，雖然這些都是圖畫很少的書籍，卻帶給她不少想像空間。她說：「回想起

來，當時的出版社已經引進很多西洋翻譯童話，反倒是較大以後才看過《三國演義》、《水滸

傳》、《西遊記》這些書。」

在鄉下生活，徐素霞對外面的世界不太了解，很少旅行，只記得曾去過幾次外縣市，到彰

化和大溪探訪親戚，也不曾參觀過什麼展覽。當然，也很少有機會看電影，只有幾次因為爸媽

的緣故，看過日本片和黃梅調電影，其中《七仙女故事》中的仙女法術給她不少影響，那是一

個與真實不一樣的想像世界，她曾經夢過自己也有這樣的仙術，能和大樹精靈溝通。

徐素霞的大舅是小學老師，住在山上，家中有不少舊書，除了一些兒童期刊外，也有像香

港的雜誌《今日世界》。大舅從大張的月曆裡面剪下名畫，有著名的畫家夏卡爾、魯本斯⋯⋯

等人的畫作，用來貼在牆壁上方，這些畫曾經引起徐素霞好奇，想知道是怎麼畫的，這也算是

她的美術啟蒙。

◆　從小喜歡塗鴉

和許多喜歡畫圖的孩子一樣，從小徐素霞就不停的塗鴉，家裡房間通舖的牆上、地板上也

有她用磚塊畫的圖。在對數字還沒有概念的時候，她就已經會畫時鐘了，當時時鐘上的數字她

都還填不滿。

在學習繪畫過程，徐素霞在小學和初中只和一般人一樣，正常的上美術課，並沒有特別找

老師學畫。幸運的是，她在新竹師範專科學校曾經上過畫家李澤藩老師的課，當時李澤藩看到

徐素霞的作品曾經問她：「妳的美術老師是誰？」她回答：「初中美術老師是謝道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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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謝老師曾是李老師的學生。

雖然沒有正式拜師學畫，但徐素霞回想，腦海中會有當畫家的念頭，是受到小學一、二年

級級任老師的鼓勵，因為老師曾經叫她：「小畫家！」當時她對「畫家」這個詞並沒有概念。

後來同學們知道有個畫家叫張大千，替她取了綽號：「徐大千」。

唸初中時，徐素霞不太有機會畫圖，但只要是課業上和美術有關的，她都認真的畫，就連

博物課要畫人體內臟，她也畫得很認真，老師因此誇讚她很用功。其實她是把握畫圖的機會，

她說：「就算只是畫腸子，也沒有關係。」初中畢業，她還得到學校頒發的美術獎。

考上新竹師範專科學校美術科後，最讓徐素霞高興的就是畫圖的時間比以前多了。除了教

育和普通課程外，關於美術課程的內容也有不少，有理論和各種繪畫、工藝創作項目，都是必

修沒有選修，連星期六下午也有排課，她都很有興趣。唯一不能適應的是軍事化的生活管理：

「每天早上六點吹起床號，棉被要摺成像豆干一樣工整，六點二十分打掃⋯⋯」這些對她來說

雖然不是問題，但是早晚所有的活動都以吹哨子為前導，包括吃飯由教官喊「開動」⋯⋯，讓

人緊張。她動作一向偏慢，哨子聲讓她倍感壓力。其實沒有哨子聲，她還是會規矩的安排時間

做事。所以畢業對她來說，最高興的就是不用再聽哨子聲了。

 師專畢業後，徐素霞到臺北縣網溪國小教書，6年後到法國唸書。很多人以為她到法國是

去學插畫，但是她其實是去學習純藝術的創作。她曾先後到法國兩次，第一次是在藝術學院念

純藝術創作（相當於碩士），第二次是在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攻讀藝術博士。

◆　創作圖畫書的機緣

徐素霞第一次接觸到圖畫書，是她到小學教書以後的事。她在一個偶然機會，收到朋友寄

來的兩本由洪健全基金會出版的得獎圖畫書，讓她發現圖畫書這個迷人的領域。

在法國唸書期間，徐素霞經常去圖書館或書店找圖畫書。由於兒子在法國出生，她經常帶

著兒子到圖書館看書，看到不錯的書，就在本子上記下書名，還按照喜歡的程度，不錯的畫一

個圈；很不錯的畫兩個圈；非常好的畫三個圈；太棒的塗黑圈。結束在法國的四年課業，返回

臺灣之前，她從記號最黑的圖畫書買起，帶了一大堆圖畫書回台灣。1986年，臺灣的本土圖畫

書還在起步中，與歐美相較，落差很大，那些圖畫書還曾經被東方出版社借展過。

徐素霞覺得圖畫書很迷人，在創作水彩、油畫等純藝術作品之餘，也希望有機會創作圖畫

書。剛從法國回臺灣時，曾到教育廳的兒童讀物編輯小組了解工作狀況，發現編輯小組的工作

是編書，而不是創作圖畫書。後來她回到母校新竹師專任職，課餘除了純美術創作之外，最主

要的就是創作圖畫書，當時曾經畫了《媽媽小時候》這本兒童讀物。

徐素霞在教學之餘，參與了不少圖畫書的創作和研究，她認為是因為鄭明進老師的關係才

會踏入圖畫書創作的領域，「因為鄭老師一直很鼓勵我，要我多畫多寫。」她想，如果不是鄭

老師不時「強派」一些相關的畫和寫的工作，她的圖畫書創作一定更少。因為在學校任教剛開

始的5年，她擔任系上的行政事務，工作十分忙碌。後來她有機會在教育廳和農委會的出版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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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創作一些兒童讀物，覺得都是很有意思的活動。

◆　生活經驗影響創作

徐素霞最早自寫自畫的圖畫書是《媽媽小時候》，那是她童年生活的寫照，出自她的生活

經驗。當時她覺得現代小孩不太容易了解過去臺灣的農村生活，很希望用文字和圖像把它保存

起來。後來她的圖畫書《水牛與稻草人》還有《老牛山山》，都和生活經驗有關，因為家裡有

養牛耕田，對農家生活有深刻的體驗。

當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的編輯看到徐素霞在《媽媽小時候》畫的牛，以為她很會畫動

物，又給了她《老牛山山》的書稿，要她畫插畫。她認為自己並不是那麼擅長畫動物，只是很

認真的描繪而已。

後來徐素霞創作的《家裡多了一個人》也是出自生活經驗。書中的文字是懷老二時撰寫的，

揣摩一般小孩對剛出生的弟妹懷有一絲嫉妒之情，會有接受上的問題，從這想法發展成一個故

事，圖畫則是生完老二的時候，傳統上應該在坐月子，而她則利用來坐在書桌前畫插畫。

第三本自寫自畫的圖畫書是《媽媽，外面有陽光》，徐素霞之所以創作這本書，是有感於

她在研究教學的工作繁重，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一直不夠多，常有遺憾和虧欠的感覺。在教學期

間，她曾擔任過學校美勞教育資源中心主任的工作，加上一些研究案和不定期的專業服務，忙

碌不堪，身體也受影響。後來她想，是不是需要把工作稍微停一下，多和孩子在一起。就在這

樣的想法興起時，才驚覺孩子們已經去學校住宿了，那種情緒混合失落和悵然，感覺很強烈。

她不禁想到，才剛剛和孩子們說：「等我忙完再說！」然而很快的，比想像還要快，換成孩子

們用同樣的語氣說：「等我忙完再說！」這本書，就是徐素霞在深深的感觸下完成的。

◆　創作《追尋美好世界的李澤藩》

受出版社邀請創作李澤藩的傳記圖畫書《追尋美好世界的李澤藩》，對徐素霞來說是一份

榮譽。李澤藩老師是她在新竹師專三、四、五年級的水彩老師，也是她敬佩的老師，能夠為他

創作一本傳記圖畫書，對她來說意義非凡。

‧	《水牛和稻草人》、《媽媽小時候》、《老牛山山》、《家裡多了一個人》書影。(圖片提供/陳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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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畫家李澤藩豐富的一生，要怎樣在頁數不多的圖畫書中表現

呢？徐素霞首先採用年代來排序，做總括式的說明，然後歸納出幾個重

要的主題，例如每一個跨頁就是一個主題，標題就用不同的顏色，這樣

也讓讀者可以很快的掌握李澤藩一生的概要。

為了先完成這本書的內文，徐素霞看了所有能找到的關於李澤藩生

平描述的文章書籍、擇要摘錄，加上自己撰寫的，大概有兩萬字，但圖

畫書無法容納這麼多字數，剛開始還不太敢大刀闊斧的刪，怕漏掉了精

采部份，在超過十次以上的刪文後，才有了目前書中的文字。

在人物造型上，徐素霞希望用寫實手法表現，讓讀者看到這本圖畫

書就能知道畫家的真實寫照，而不是使用漫畫或其他的手法。她找了很

多資料，把老師的黑白照片改成彩色出現。由於李澤藩的畫作大都是水彩畫，她也採用水彩作

為這本書的基本媒材。她說：「因為在書裡面為了呈現李老師的畫作，一定會有水彩的視覺特

質出現，採用水彩的話，也可以把老師的畫作和其他事物融合在一起。」

《追尋美好世界的李澤藩》是傳記圖畫書，考證的部分很重要，而考證要花很多時間，

例如在封面的圖像，就花了不少時間考證。由於李老師生性淡薄名利，徐素霞計畫在封面繪圖

時，採用李家廳堂的對聯「古今世家無非積德」、「天地清品還是讀書」這句對聯來表現李老

師的風範。這副對聯是徐素霞在一張照片上看到的，但是下面兩個字被遮住，因為房子已經拆

掉了，沒有辦法去查證。後來她只好問李老師的兒子李遠鵬，還原了完整的句子。同時，她也

採用比較古樸的顏色來表現。

由於不希望這本傳記式的圖畫書會讓人覺得太像教科書，解決的方式，就是安排小精靈來

柔化傳記的嚴肅性，同時，也利用小精靈來增加想像的趣味性。而且徐素霞希望小精靈的樣子

不是外國的小精靈，雖然在書中因為小精靈很小，不見得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她還是認真考

據，讓小精靈有單鳳眼、穿肚兜、戴銀鎖片，連肚兜都是根據桃竹苗地區早期的肚兜來畫的。

◆　累積靈感和繪畫技巧

除了教學，徐素霞平常也持續著純藝術的繪畫創作，在技巧上，她認為是來自於日常的創

作累積。在創作靈感上，她得自生命中的感觸不少。平常她喜歡觀察人生，對於外在世界的關

懷，會興起很多的思考和想法。每當想到一些點子，就趕快記下來，所以徐素霞有一個「寫書

計畫」的資料夾。但是腦袋想到的都比較快，畫一本又要很久，因此她的故事累積得很多，她

認為想要完成那些計畫，要有健康的身體，必須要活久一點，才有辦法完成，但是一切聽從自

然，「這輩子畫不完，就下輩子吧。」

另外，持續閱讀可以擴大很多感性和知能的領域。徐素霞涉獵的報章雜誌很多，家裡也訂

閱一些，舉凡藝術的、科學的、環境保護的、慈善關懷的、社會新聞的、宗教的都有，還有一

些是法文的。其中有一份比較特別的，是法國朋友寄送的法國兒童週報Les Journals des Enfants

‧	《追尋美好世界的李

澤藩》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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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報紙》），這是給兒童看的新聞報導周刊，用很淺顯的文字，對事件報導描述很清

楚。在臺灣，國內的資訊來源大都是來自於美國新聞媒體，所報導的都是主要國家和特定的大

事件，對於世界其他角落的一些重要消息則較少呈現，她認為這份法國兒童週報則可彌補這部

分的不足，因為涵蓋面很廣，而且以淺顯精要的文句表達。

◆　畫插圖前先思考傳達內容

除了自己創作的繪本，徐素霞在為不同的文章配插圖時，會先考慮作者主要想傳達的是

什麼，再根據自己的意念去發揮，尤其是文字中沒談到的部分，有了創意的發想，使畫面更豐

富，也更有趣一些。

她以《第一次拔牙》這本書為例，作者是大陸作家任大霖，這本書的文字不多，也不太描

寫場景，如果只按文章的表面意思去配圖，不太有什麼好發揮的。因此，她根據作者的年紀，

把故事的場景設定在臺灣中南部二、三十年前的生活環境，如此與作者的經驗較接近。畫面中

出現臺灣早期的傳統紅花被單，腳踏車、縫紉機、阿沛的妹妹、小貓、小老鼠⋯⋯這些其他的

人事物，都是她想像補充上去的。

再以《好吃的米粉》為例，因為這本書的繪圖交稿時間緊迫，只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可畫

圖。徐素霞邀作者朱秀芬去米粉工廠參觀採訪，當時那家工廠的鄰居是一戶比較老舊的傳統三

合院房舍，她把做米粉的場景移植過去，如此較有當地人文和家庭工廠的感覺。還有一幕是原

本內容沒有的部分，她不希望書中偏重流程式的介紹，缺乏人文氣氛，而她觀察到做米粉的人

家，在天還沒亮就把米粉載到溪邊去吹乾，途中經過一個土地公廟，當時的朦朧情景讓她覺得

是一個很適合捕捉和呈現的畫面，所以她商請作者朱秀芬補添一些文字，以便加畫這個跨頁畫

面（22-23 頁，把米粉載到河床經過土地公廟的場景），雖然因為這樣的修正要多花時間，但為

了能夠多增加一些地方的人文氣息，她還是覺得應該這麼做，否則事後內心一定會不安。

《好吃的米粉》這本書採用有顏色的粉彩紙作為基礎底色，這是根據徐素霞到現場參觀

時的感受，她們在半夜三點鐘去採訪，因為是家庭工廠，室內昏暗的燈光，看起來就是這種色

調。另外，看到那些麵粉紛飛的畫面，她便決定運用粉彩、炭筆和粉彩紙，做為這個題材的主

要表現媒材。

◆　創作兼研究，豐富創作

身分多重的徐素霞，發表過許多重要的圖畫書研究論文，她覺得身為研究者，可以了解更

多圖畫書的藝術，也提供自己從很多角度去思考，在創作時會多些表現方式的參考，對她來說

這兩者的身分是相輔相成的。她說：「如果有衝突，應該是時間的不夠，因為要創作，又要研

究，時間自然相對減少，有時候還會希望只是單純的創作者。」

而提到對於有興趣從事圖畫書創作的年輕人，徐素霞從兩個層面建議，在生活面，她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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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要多體驗生活，要有人文關懷，拓展生活圈，多去關心別人和其他生物，關懷整個大自

然環境。還要多閱讀，多看書，從中吸取營養素。也要多看好的電影、戲劇、藝術表演，因為

圖畫書也是戲劇的表現。創作時要保有赤子之心，讓自己樂在其中。

至於「創作實務」的層面，首先，她建議要多了解過去以及現在的藝術表現形式，多去看

畫（或其他表現媒材），掌握自己所喜愛的，或是想表達的形式和媒材。而且要有一兩種自己

比較擅長的媒材，否則畫起來會很生疏，因為不管有多少感情在，基本的技巧還是很重要。

其次，要多蒐集創作上所需要的圖片資料。她過去有剪報紙和雜誌圖片、照片的習慣，剪

下來以後再按照不同的類別分類整理，需要的時候再拿出來參考。

第三，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執著心，願意為這敘述性的圖像藝術付出。這也是一種精

神、一種態度。

最後，要不斷的尋求突破，表現出自己的東西和自己的風格。她以自己為例，畫圖畫書

的速度之所以這麼慢，就是因為常想突破自我。她認為插畫最重要的是傳遞主題內容的要義，

「因為畫的再美，如果沒有傳達到訊息，就是失敗了。」然而，只是單純的傳達訊息，在圖畫

書藝術來說又似乎不夠，能夠兼具藝術性的表現是最好的。她說：「我個人則是希望能不斷的

去嘗試，尋求更具有藝術性和趣味性的表現手法。」

◆　徐素霞著作書目資料

1. 媽媽小時候　徐素霞圖文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中華兒童叢書　75  

2. 水牛與稻草人　徐素霞圖；許漢章文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中華兒童叢書　75

3. 老牛山山　徐素霞圖；嚴友梅文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中華兒童叢書　76

4. 創意童話　徐素霞圖；簡靜惠文　洪建全基金會　76

5. 第一次拔牙　徐素霞圖；任大霖文　信誼基金出版社　79

6. 家裡多了一個人　徐素霞圖文　理科出版社　79

7. 心靈與視覺的合奏：徐素霞插畫創作理念　文晟出版社　83

8. 好吃的米粉　徐素霞圖；朱秀芳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5　ISBN 9570080469

9. 圖畫語言藝術與純繪畫之交融：徐素霞插畫創作理念．1994年-1998年　文晟出版社　87

10. 蝴蝶飛，牛兒跑　徐素霞圖；薛真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8　ISBN 9570240091

11. 看名畫．動手畫：叢書評介　青林國際出版社　88  

12. 生命旅程的窗口：徐素霞繪畫創作觀想　徐素霞著　詮民國際公司　89

13. 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　徐素霞著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91　ISBN 9570101296

徐素霞─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七徐素霞─從生活中汲取創作靈感─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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