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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　言

本書之誕生，是源於國立臺灣文學館

在民國一百年所推出的「臺灣文學，精采

一百」計畫，除了舉辦特展之外，同時也出

版本書。本書主編林文寶教授為臺灣兒童文

學史料專家，曾於 1997 年在國立臺東師範

學院設立兒童文學研究所，2000 年出版《臺

灣（1945-1998）兒童文學 100 》，2010 年

出版《臺灣兒童文學 100 年》。此次邀集國

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或在學碩博

士，經過討論、建議、質疑、爭議，共同選

出自 1950 年代以來，臺灣本土作者與繪圖

者所創作的一百本兒童圖畫書。入選圖畫書

之推薦原則有八項，例如：印象深刻、從兒

童文學獎中挑選、兼顧故事類與非故事類、

不同年代、不同作家、不同議題、文圖兼

備、不同年齡層。本書之出版目的有二，第

一是為兒童提供本土的優良圖畫書，第二是

為研究者提供史料。（注 1）基本上本書是一

本推薦書目，亦是文學史料，但加入大量彩

圖，視覺效果醒目，除了檢索功能以外，尚

有閱讀趣味。

貳、收錄範圍與定義

《臺灣兒童圖畫書精彩 100》這書中

對「臺灣」的定義，可在書中第 7 頁看到：

「……所謂臺灣，除指創作地域之外，亦兼指

其精神與內涵。是以臺灣圖畫書的編選，是

以樂趣、啟蒙、染情、益智為主，其訴求主

題是：歷史的、本土的、創作的……」。另

外，對「圖畫書」的定義，在書中第 15 頁可

看到「……圖畫書是以較低齡的兒童為訴求

對象，是兒童的啟蒙讀物……」。但這樣的定

義稍嫌寬鬆，其實可以定義得更具體一些，

例如洪文瓊所撰〈圖畫書與臺灣圖畫書出

版生態―臺灣圖畫書系列探討之一〉一文

（注 2），對「圖畫書」之定義為：「一、表現

形式：圖大於文，或有圖無文，圖畫需具敘

述性、說明性、解釋性；二、訴求對象：3-7

歲的幼童，可放寬至 0-10 歲；三、不包括

兒童所創作的圖畫書」。此外，美國有名的

Randolph Caldecott Medal 兒童圖畫書獎，則

定義「美國兒童圖畫書」是由美國出版商，

在美國境內，以英語所出版之圖畫書，而繪

圖者需為美國公民或居民，而訴求對象則在

14 歲以下。（注 3）以上兩個定義，尤其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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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內比較晦暗不明的適讀年齡，也許可以做

為本書日後改版之參考。

參、全書結構

全書共計 239 頁，書前首列國立臺灣

文學館館長李瑞騰之簡短序言，次列編者林

文寶所撰寫的〈試說臺灣圖畫書的歷史與記

憶〉24 頁專文，其中包括附錄一「臺灣原

住民圖畫書精選五十本書目」，最後列出只

有半頁的「撰寫體例與說明」，書後另編有

「《臺灣兒童圖畫書精彩 100》書目」。以整體

觀之，書前三篇序言、專文與撰寫體例，篇

幅相差太遠，不太平衡，就以〈試說臺灣圖

畫書的歷史與記憶〉這篇專文而論，文圖並

茂，資料豐富，全篇探討臺灣圖畫書歷史發

展，唯有第二段專門講述《臺灣兒童圖畫書

精彩 100》一書之編選小組、選書來源、出

版宗旨、使用對像、收錄範圍、推薦原則與

排列方式，因此如能將整個第二段從專文中

抽出來，再加上第 35 頁的「撰寫體例與說

明」，形成另一篇凡例，也就是在書前有序

言、專文與凡例，書後有附錄（由專文中所

抽出的附錄一「臺灣原住民圖畫書精選五十

本書目」，與原書後的「《臺灣兒童圖畫書精

彩 100》書目」合編而成），整本書由書前、

正文、書後三部分構成，形式會更完整，更

接近書目型工具書的樣貌。

肆、正文評述

一、編排

做為本書主體正文的 100 篇導讀，按照

出版年月排序，並以每 10 年為一個年代，

按序以不同底色印刷，例如：1950 年代 2 篇

（淺粉紅），1960 年代 9 篇（藍），1970 年代

7 篇（黃），1980 年代 13 篇（深粉紅），1990

年代 29 篇（綠），2000 年以後 36 篇（灰），

2010 年以後 4 篇（紫），從書口一看，色彩

繽紛，一目瞭然。唯有幾處有點錯置，例如

編號 45《昆蟲法庭》於 1995 年 6 月出版，

卻排在編號 46《赤腳國王》1995 年 3 月之

前；編號 78《葉王捏廟尪仔》於 2006 年 12

月出版，卻排在編號 79《綠池白鵝》2006 年

1 月之前。

整本書以全彩印刷，每一篇導讀以跨頁

呈現，左頁為彩色封面書影、書目資料、作

者介紹與繪者介紹，右頁為全文字的「圖文

內容與導讀」，左頁左上角與右頁右下角，

皆有書單編號，易於查找。封面書影色彩耀

目，為本書增色不少，但對内頁的繪圖，只

有文字描述，欠缺圖像實例，讓讀者比較不

能領會繪圖者的內涵與風格。

二、導讀者

導讀者共有 13 人，皆為國立臺東大學兒

童文學研究所之畢業或在學碩博士，其中王

宇清、李公元、林珮熒、林德姮、陳玉金、

嚴淑女 6 人，每人撰寫 10 篇，這也是編者在

書内第 7 頁所聲稱「皆對圖畫書情有獨鍾，

且亦頗有精闢見解」的導讀者，其中李公元

為劉伯樂之專門研究者，其碩士論文為《劉

伯樂的圖畫世界》。茲將 13 位評論者之分工

內容，臚列如下（但為節省篇幅，不列出書

名，只列出書單編號）：

《臺灣兒童圖畫書精彩 100》評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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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數 導讀者 書單編號

10篇 王宇清
24；25；26；60；64；88；91；

97；99；100

10篇 李公元
1；2；3；4；5；6；8；9；10；

11

10篇 林珮熒
33；40；46；48；50；54；57；

58；59；61

10篇 林德姮
27；31；32；37；56；67；68；

69；71；77

10篇 陳玉金
7；12；13；14；15；16；17；

18；21；39

10篇 嚴淑女
38；42；45；52；55；65；74；

80；81；82

7篇 王妍蓁 19；28；36；43；47；49；86

7篇 邱慧敏 20；23；29；51；78；84；98

6篇 林芝蘋 35；53；70；79；87；89

6篇 林庭薇 22；75；85；93；95；96

5篇 林依綺 41；63；73；92；94

5篇 蔡竺均 30；34；62；83；90

4篇 楊郁君 44；66；72；76

三、導讀內容

以上這些導讀者應該都有某種程度的

專業性，在文字長度方面，平均字數為一千

字，但也有幾篇約七百字左右，例如：編號

33《逛街》、編號 48《祝你生日快樂》、編號

50《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編號 61《想

念》、編號 66《南鲲鯓廟的故事》。

而在導讀內容上，大都以一半篇幅介

紹文字，另一半篇幅介紹繪圖，但也有大量

敘述故事內容，壓縮了繪圖介紹的篇幅，例

如編號 22《女兒泉》；而大篇幅介紹文字，

提到繪圖只有「搭配上董大山明朗的繪圖風

格」這 13 字，例如編號 20《大家來唱ㄅㄆ

ㄇ》；另一篇編號 78《葉王捏廟尪仔》也是

大篇幅介紹故事，繪畫只用「圖畫部分，透

過繪者純樸踏實的畫風與豐富溫暖的用色」

這 23 字帶過；甚至還有完全不提繪圖的編號

49《鐵馬》。就以圖畫書之構成而言，本質

上是以圖為主，文為輔，就以本書來看，無

字圖畫書就有四本之多，例如；編號 61《想

念》；編號 83《小丑•兔子•魔術師》；編

號 91《一日遊》；編號 100《糖果樂園大冒

險》，可見無字可以構成圖畫書，而無畫就不

成為圖畫書，因此在導讀圖畫書時，繪圖的

重要性應與文字同等重要，或甚至更重要。

文字方面的導讀或評介，應著重文學

特質，例如：角色、情節、觀點、背景、情

境、象徵等，而在繪圖方面，則要注意線

條、顏色、形狀、透視、媒材、布局等，大

體上來說，本書之導讀者，皆能大體符合以

上規範，但在評介文字方面的能力，則勝於

評介繪圖之能力，這也許是導讀者之背景訓

練不在繪圖方面，嗣後如有同樣類型之圖書

出版，也許可以增加繪畫方面的導讀者。

四、適讀年齡標示

導讀文字在適讀年齡方面的標示，比較

不明顯，但也有幾本有提到，例如編號 17

《媽媽》為幼兒用，編號 20《大家來唱ㄅㄆ

ㄇ》適合幼兒及國小低年級，編號 97《早

安！阿尼 早安！阿布》適合幼兒，至於其

他國小中高年級適讀者，則不特別強調與標

明，因此在書中第 15 頁，雖然可看到「……

圖畫書是以較低齡的兒童為訴求對象，是兒

童的啟蒙讀物……」這樣的定義，但在所選

的一百本圖畫書中，也有編號 60《月亮忘

記了》，為知名圖畫書作家幾米之作品，頁

數長達 128 頁，其適讀對象，並不特別針對

兒童；還有一本編號 73《想要不一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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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獻給國中生。在美國圖書館學會所提出的

〈基本書評之要素〉之規範中（注 4），就提

到評書者必需將文字、繪圖、適讀對象三項

要素納入書評中，因為適讀對象關係到父母

師長的選書，如果有清楚標示，本書才可以

發揮推薦書目的實際價值。

伍、結　論

將來如果本書要出版續篇，建議調整

方向如下：一、全書結構可調整為書前、正

文、書後三部分；二、選書範圍與標準要精

確定義；三、導讀內容要包括文字、繪圖、

適讀對象三項要素。至於兒童圖畫書評書

人在寫書評時，應該遵循之要點為何？美

國 Rutgers 大學教授兒童文學的教授 Kay E. 

Vandergrift，則有以下一些具體建議：一、直

接讀完全書（記下印象最深刻的特點，用一

句短語表達出來）；二、只讀文字，忽略繪

圖（角色、故事、情節、高潮）；三、只看

繪圖，忽略文字（繪圖之獨立性與敘述性）；

四、大聲朗讀（押韻、意境、難易度）；五、

注意文字的斷句或換行；六、注意繪圖者的

抉擇（每頁之重點、文圖關係、視覺觀點）；

七、注意繪者如何使用顏色（主要色調、效

果、象徵）；八、注意繪者如何怖局（文圖配

置、效果、和諧程度）。（注 5）希望臺灣未

來有更多兒童圖畫書的導讀者或評書者，並

朝向更專業更客觀的寫作風格發展。

最後，引述曾多次擔任中國時報「開

卷」年度童書評審的許琳英所寫的一段話，

做為本書尾聲。「許多父母可能都同意，陪孩

子讀書可以教我們如何做好父母，因為好的

圖畫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孩子的心靈世界，

如果你願意傾聽、深入，你也會受到感化。

好的圖畫書總是觸動我們最柔軟的心，毋怪

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曾表示，如果

能強迫每個大人看圖畫書，這個世界會變得

比較美好。」（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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