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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繪本市場從早期的套書階段，引

進大量全世界優秀圖畫書，如：漢聲雜誌的

《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及台英社

的《台英世界親子圖畫書》等。為了教育當

時大批的直銷人員，同時教媽媽或老師如何

說故事、如何欣賞圖畫的美，甚至了解國外

繪本的發展、介紹知名的圖畫作家，出版社

製作《媽媽手冊》、《親子手冊》或如《精

湛》之類的雜誌。多管齊下的教育臺灣的讀

者，讓一本結合文字與圖畫之美的繪本，漸

漸被更多父母和孩子擁抱，成為童年床邊的

溫暖記憶。

一直到現在，臺灣繪本市場已經處於

成熟的階段，但是比較全面介紹圖畫書的工

具書一直到2006年《遇見圖畫書百年經典》

才出現，作者彭懿卻是大陸的作家。楊茂秀

老師一直覺得繪本市場缺乏專業的導引及介

紹，因此促成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在

2005年出版《繪本棒棒堂》專業圖畫書論述

的雜誌，以季刊的方式呈現，藉由焦點團體

討論臺灣出版的繪本、引介、翻譯國外圖畫

書論述、深度賞析來引導閱讀繪本的方式。

2007年他更整理他在《張老師月刊》中

的「我的繪本」專欄，連載的19篇文章，集

結成《重要書在這裡！：楊茂秀的繪本哲

學》一書，這本書也獲得2007金鼎獎最佳專

欄寫作獎。本書介紹五十餘本讓大人和小孩

可以共讀的繪本故事書。他也提出以繪本來

陪伴小孩、發掘繪本中的樂趣，並幫助小孩

發展和處理創意、情緒、自我概念及想像力

的實際步驟。提供大人為孩子選書、陪孩子

看書和體會文圖演奏出的美感經驗的機會。

讓我們一起翻開有一群彩虹箭頭想往

上飛躍的「重要書」，看看為何他覺得「繪

本是觀念的玩具」？大人如何「陪哲思小孩

做想像遊戲」？如何一邊品嚐可口的繪本沙

拉，一邊進行「親子共讀二重奏」？

◆  繪本是「觀念玩具」而非「工具」

現在很多人說故事要拿著繪本、把繪本

當成要教孩子某些觀念的「工具」。但是楊

觀念的玩具、閒聊中的哲學

一起來讀《重要書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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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秀的繪本哲學卻是將繪本當成「觀念的玩

具」。一聽到「玩具」就產生趣味和有探索空

間的聯想。比冷冰冰的「工具」好玩多了！

就像書中他提到：你真的「懂」詩的語

言嗎？是透徹的懂？還是淺淺的懂？他先介

紹某一些思想家或哲學家對於詩的看法或理

論，再將關於詩的音樂性、意象，甚至行、

句，都用一種詩的語言來說：「一首詩常常

會給你意象，他好像詩的中央神經系統，它

將詩人的意象呈現在你腦海裡，好像會把字

燒起來變成圖，好像會把行的音樂性通上

電，跳起舞來。」而孩子唱兒歌，聽大人朗

誦詩，他們對詩的瞭解是直覺的，孩子直覺

的瞭解來自行的節奏和韻律。他讓讀者了解

為何要介紹圖畫詩集給小孩，讀者具備這些

基礎和裝備之後，再用實際的繪本來當例

子，說明之前提的觀點。

他的文章看似簡單，就像作者在跟你聊

天一樣的侃侃而談，順著作者經營的氛圍自

然的閱讀，隨時提到某些觀念、例證都在文

章中呈現，一種很單純的自然，其實也是把

空間留給讀者。讀者閱讀之後在心中產生了

某一些疑惑、進而去思考、檢視自己對於某

些觀念的看法。不是嚴肅的、而是輕鬆的點

到，你可以將觀念當成是一種玩具，輕鬆愉

快的進行探索。就像小孩玩樂高積木一樣，

你可以任意堆疊，順著每個不同造型的積木

發展成無法預期的結果；你也可以一把推翻

已建構出的美麗城堡，重新再來，又是一個

未知又有趣的歷程。

他邀請你和「東西」說話，因為很多

小孩都會和東西說話。可是人長大之後，大

部分的人就不再和東西說話了。你真的知道

「東西」是什麼嗎？他用詩、用故事、用繪

本來邀大家一起探索「東西」、「欺騙」或

是「真假」、「時間」這些概念，提供概念

比較的機會。當大人能有一顆開放的心、隨

時和孩子一起探索有趣的世界，這種觀念的

學習或是思維基模的建立，是主動想像運作

的過程和結果，並不是有意去設計教導的。

這種自然的學習會是一種酵母的作用，在大

人和小孩心中發酵，引發更多的意象、思考

和反思的原野。

◆  繪本沙拉+親子共讀二重奏

他利用義大利著名教育家、兒童文學

作家羅達立所使用的「沙拉原則」來分析繪

本。就是說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太可能的日常

經驗或是不可能被放在一起的東西放在一起

了，產生意像不到的驚喜、怪異之感；或者

讓人看了哇哇怪叫，激起不平常的想像。就

像沙拉的樣式繁多，你可以將相似的東西放

在盤子裡；也可以將完全不可能的湊在一

塊，加上一點調味，前所未有的味道或許令

人驚艷、或許令人感覺奇怪，但是都是一種

新的可能性。本書以沙拉原則來看繪本；也

提供不同的沙拉選擇，讓繪本的閱讀和討論

也可以藉由交談和思維的實驗下進行，如她

們在討論《雷公糕》和《逃家小兔》中激發

的思維，那是一種自然形成的，沒有碰在一

起時完全不知會激盪出什麼想法，這樣的閱

觀念的玩具、閒聊中的哲學─一起來讀《重要書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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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充滿驚喜。

而在他與孩子共讀《露西兒》和《喬

治與瑪莎》，甚至不斷在對孩子「重讀舊

書」的經驗中，他修正了對某些書的看法，

也修正了大人和兒童共讀時的態度。大人經

常預設立場，對一本書的故事或圖做了價值

判斷。但是孩子的態度是去注意許多細節、

去學習，從學習中獲得樂趣。藉由大人演奏

的故事，孩子會將文字的韻律和圖的韻律在

腦海中結合起來，然後用身體演奏出來。我

們什麼時候失去讀繪本時會像孩子般手舞足

蹈、對同一個地方重複17次以上還是會咯咯

發笑的能力呢？大人是有經驗的讀者，閱讀

時會因為瞭解而欣賞。小孩卻是從欣賞中慢

慢去瞭解。他認為親子共讀時，這樣的二重

奏可以編織彙整起來，讓共讀的層次提升。

因為小孩在閱讀時，心靈活潑的程度比大人

強烈得多。他們的文化包袱少，主動想像比

較自由，常給文化帶來新鮮的空氣。而那正

是大人精神呼吸所需要、所缺乏的。

◆  「閒聊」中的繪本哲學

楊茂秀在談他對於繪本的觀念時經常是

一種「閒聊」的方式，看似沒有事先預備，

輕鬆自在，但是事實上他是隨時預備著的態

度。隨著閒聊話語的進行中，信手拈來一句

話、一首詩、一本書、一本繪本、一個哲學

思想家曾經有過的想法，來和當時閒聊的話

題進行呼應，開出思考的路子，讓參與者順

著不同的思考線索走出不同的路。從這些看

似沒有明顯理論派的文章撰寫模式，事實上

隱含著許多重要的觀念、思想和學說。只是

這些想法是一再反芻的，楊茂秀用一種簡單

輕鬆的方式對著讀者說話、聊天，因為這些

思維需要讀者閱讀之後，去淺嚐、品味，然

後建立屬於你自己的繪本哲學。這就是一本

這樣的書，你可以淺淺的讀，也可以深深的

讀，也可以讀你想要讀的，也可以跳過去什

麼都不讀，單純享受他在書中挑選出的圖

畫，去體驗隱藏其中的一點點想法；或是陪

您的哲思小孩一起做想像的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