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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是用畫面說故事的藝術。作者在有限的畫面空間裡，細心鋪陳經營故事的發展，埋

藏各式各樣的視覺線索，運用翻頁的節奏，邀請讀者們一起進入故事無垠的想像世界中。一般

來說，完成度高的故事文圖合作無間，共譜故事的奇妙樂章。不過如果這本書只有畫面，沒有

文字導引讀者的視線與思緒呢？本文選讀近期內出版的精采無字圖畫書，陪伴讀者們一同賞析

無字圖畫書的樂趣，思索解讀畫面並置的各種元素，歡慶這場豐富的饗宴。

一、縮放畫面切換遠景與近景，活用大小比例創造視覺驚奇

（一）《蜜蜂與我》／韋伯文化國際

曾兩度獲得格林威大獎提名的艾莉森．傑伊（Alison Jay）的畫風抒情恬靜，在田園色調的

畫布上，暈染她對自然世界的觀察與熱愛。《蜜蜂與我》就像用隱形攝影機拍攝女孩與蜜蜂相

遇的過程，隨著鏡頭切換角度與遠近，描繪女孩與蜜蜂互動的點點滴滴，他們之間的情誼也勾

勒得益發動人清晰。

故事從全景視角漸漸縮寫，再從仰角觀望整棟大樓，接著鏡頭照進女孩的房間⋯⋯沒有文

字引導，讀者更明白的察覺原來我們的雙眼可以朝四面八方觀看，當你的閱讀焦點由出現在你

面前的 8扇窗，專注在主角小女孩的遭遇時，讀者和角色的閱讀聯結就開始萌發了。

本書的主角自然是從窗外飛進小女孩房內的蜜蜂和這個一開始大驚失色，後來細心照顧蜜

蜂的女孩。作者用分隔畫面特寫女孩與蜜蜂，眼見女孩按照書上的指示，為蜜蜂調製糖水，讓

蜜蜂恢復元氣；或是蜜蜂在雨後來訪，女孩用吹風機幫蜜蜂吹乾身體（用牙刷當梳子，用骰子

當椅墊！），都充滿大小對照的樂趣。有個跨頁我非常喜歡，描摹女孩與蜜蜂成為好朋友種種

相處的情景：純白的紙頁上畫下近二十幅兩人一起玩的小圖⋯⋯只見他們有時一起散步，有時

一起野餐喝下午茶，當中穿插了多幅女孩幫蜜蜂量身高的模樣。非常有趣的是：在女孩的餵養

照料下，蜜蜂一點一點的長大了！他一開始比女孩小，後來卻長得比女孩還要高大許多！女孩

最後坐在巨無霸蜜蜂身上飛越城市，幫忙到處播散花粉。蜜蜂逐漸成長的過程，由於無字書著

重視覺呈現與對比，在這部作品裡有讓人印象極其深刻的展現。這本書反覆探看都有不同的發

現，非常讓人喜愛。

二、略過語言，延伸回憶與想念

（一）《小白》／信誼

無字圖畫書的美妙饗宴
兒童文學工作者│黃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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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見信繪圖的《小白》是一本無聲勝有聲的感人作品。除了封面封底與書末兩頁以外，全

書完全是只用炭筆素描的黑白圖像。故事訴說一位老人對自己兒時小狗的想念，老人墜入夢境

中，跟心愛的小白一起快樂嬉戲、雀躍的在田埂與小雜貨店間遊玩探索⋯⋯可是小白最後不小

心被貨車撞死，兩人間的回憶停留在小男孩哇哇大哭的畫面。老人醒來，臉上也掛滿熱淚。

故事以夢境串接現實與回憶，當風拂動窗簾，老人也回到兒時和小白到處快樂溜達的光景

裡。本書時而以誇飾構圖凸顯男孩的感受，看小白用力往前跑時，開心拉動狗繩，簡直像男孩

被大狗帶著向前衝，這種主客易位的關係與視角比例錯位挑起的豐沛情緒，在全然沒有文字干

擾的狀況下尤為明顯。後頁兩人經過蕃茄園時，蕃茄倏忽變得好大，讓男孩和小白一起在蕃茄

的梗與葉片上跳舞遊戲；或是被白鵝追趕時，白鵝彷彿化身超大白鵝，從牆裡探出頭的樣子，

都讓一段一段童年鮮明的回憶加入豐富的感受與熱鬧的背景聲音。再看老人眼角垂淚醒轉時，

畫家在每一滴眼淚裡畫下小男孩放聲大哭、傷心委屈的模樣，非常細膩的承接了過去與現在之

間的記憶，也讓讀者深刻感受到老人的落寞心情。不過書尾的轉折為老人的生命記事添加了幾

許溫暖的光芒。在公園裡休憩的老人遇見一隻小黑狗，他餵了小黑狗一點食物後，小黑狗竟然

一路想跟著他回家。畫家用俯視的角度畫下兩人在樹下的身影。在黃澄澄花朵的映照下，老人

與小黑狗並肩走著的模樣，散發一股溫柔的餘韻。

（二）《左右》／和英文化

葉安德的《左右》，藉由一段兒時浮潛的記憶，描繪真摯深切的親情。同樣沒有使用任何

文字，葉安德用單純的構圖召喚這段永不褪色的童年回憶，他畫出遺落在海邊與海底的蛙鞋奇

妙的遭遇，也在紙頁間刻劃深深的思念。

小男孩好期待和爸媽一起到海邊潛水。他迫不及待的在家裡試穿全套潛水裝備，一旁的牆

上全是他想像中在海底巡遊的各種海洋生物身影。爸爸媽媽帶著他興高采烈的去浮潛，海裡真

的都是讓人目不暇給的美麗魚群。這本無字書視覺的串接點其實從第一頁就出現了：小男孩腳

上套的蛙鞋上，大大的印著「左」、「右」字樣。不過在潛水的過程中，右腳的蛙鞋掉到海裡了！

這隻蛙鞋咕嘟咕嘟的慢慢沉進伸手不見五指的海底，接下來，蛙鞋會有什麼遭遇呢？

故事的敘事主要著重在一開始沒有掉進海裡的左腳蛙鞋。眼看剩一隻腳的蛙鞋近乎無用，

爸爸把這隻蛙鞋丟在海濱小屋旁棄置的垃圾堆邊。一位貌似遊民的男人與他的小狗在這堆廢棄

物間翻找，小狗叼走了這隻蛙鞋，後來男人把蛙鞋拋向海邊，接下來，便是一連串蛙鞋輾轉在

不同動物與魚群間漫遊的旅程。這一連串頁面非常有趣，讀者的視線穿梭在蛙鞋左腳與找到這

隻蛙鞋的生物間，小小的黃色蛙鞋襯著蔚藍一片的大海與各種海洋生物，頗有電影運鏡的連續

效果與動感。等左腳和右腳的蛙鞋在歷經萬難後終於團聚，讀者們也圓滿的完成這一趟視覺搜

尋比對的驚奇之旅。不過，書尾最後一頁的畫家書桌即景，完整拼貼了整則故事的劇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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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潔卻極有力道的道出故事的情感主軸。想念與記憶呀，原來一直手牽著手，從來不曾分離。

三、魔法畫筆的奇妙旅程

（一）《重返》／道聲

艾隆．貝克魔法畫筆三部曲系列的完結篇，這一集讓女孩、男孩與女孩的插畫家父親一同

隨著神奇畫筆踏上奇幻的王國，擊潰追緝他們的勢力，最後安然回家。魔法畫筆系列延續許多

圖畫書作家對畫筆開啟神奇世界的想像，最特出之處在於這個系列的作品想像的氣度非常恢弘，

讓讀者們跟著主角上山下海，乘著彩筆畫出的生物飛越遼闊的大地與奇異宏偉的魔法王國，可

謂具有史詩規模的無字圖畫書。

《重返》中幾個用色分別帶有不同的意涵。女孩的紅色畫筆、紅色的球和紅色風箏在描繪

現實情境的大地色映襯下，益發搶眼鮮明。她原本帶著球和風箏想找爸爸一起玩，但是爸爸一

直忙於工作無暇他顧，女孩於是用魔法畫筆在房間牆上畫了一扇門，前往魔法王國。爸爸稍後

看見女孩棄置在地上的紅風箏，進到女孩房裡去尋找女兒的蹤影，後來一路跟隨女兒的足跡，

同樣進入那片他從不知悉的王國。王國裡的紫色天光烘托出想像天地的驚奇氛圍，停在小男孩

身上的紫色鳥兒，和後來男孩畫出的紫色神話生物等，無不散發著瑰麗奇妙的氣息。

故事設計了多處發人深省的情節，包括遁入奇幻王國的一行人一路被追兵脅迫，壞勢力那

方擁有一個奇怪的類似時鐘的裝置，能絞碎所有魔法畫筆畫出的生物與物件；這一集的爸爸角

色並且具有關鍵性的功能，眼見邪惡勢力緊追在後，爸爸拿出他的黑色畫筆，畫了一具陷阱關

住對手，並且用力砸碎能絞壞魔法生物的時鐘！

《重返》的故事情節最後回歸現實生活。爸爸的房間終於打開門迎向日光，女孩的紅色風

箏在公園的天空飛舞，這對父女顯然走到了戶外，共譜親情綿長的故事。

四、考驗視覺與串場能力的驚奇詩篇

（一）《奇幻小鎮大發現》／采實文化

這一系列作品儘管沒有文字，卻用精采的全景圖像同時訴說太多故事。豐富的畫面讓讀者

在觀賞時眼花撩亂，同時驚喜不斷。因為沒有文字引導敘事，閱讀時依靠讀者自行比對前後頁

出現的角色與情境，建構與講述書頁間的故事，因此翻開書冊就是一趟別開生面的發現之旅。

整個系列書又分成不同時代的三集故事，從龍的時代、現代世界，到尚未來到的西元 3000年。

我們看見面容相仿的角色穿梭在不同時代，主演不同的生活故事。頁面間穿插熟悉的日常生活

情境與遊戲般的想像畫面，讓人一面閱讀，忍不住讚嘆作者怎能擁有如此上山下海、跨越時空

與地域的神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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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名思義，翻開這系列書的讀者們就像踏上一座探看不盡的奇幻小鎮，發現奇妙繽紛、說

不完的故事。每一集的封面與封底羅列了故事中的角色與他們的名字，其實是作者細心提供給

讀者們的閱讀線索，因為讀者們可以鎖定其中一個角色，追索他們在接下來的書頁裡發生的故

事。閱讀這系列的作品非常有趣，就像觀察力大挑戰，比如我們在第一集中發現一條飛龍在空

中飛著，只見牠飛著飛著，竟然抓走了獅子國王！我們看見被飛龍用爪子抓住的國王害怕的神

情，和周遭的人驚慌失措的模樣。最後國王究竟被抓到哪裡去？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唷！而且

故事在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外星人觀光客的角色。這個綠色外星人每到一站便不斷拿相機拍照，

最後他怎麼了呢？

話說人類生活世界的各個角落原本就有數不清的故事同時進行著，《奇幻小鎮大發現》用

精采絕倫的想像帶我們領略豐富的世界，也邀請讀者不厭其煩的反覆推敲。

（二）《夏夜，大家都在做什麼？》／五南

安徒生大獎得主羅陶蘇珊娜．伯納縝密設計的系列經典作品之一。用春夏秋冬的流轉，記

敘小鎮裡所有居民、市街與景物歷經四季光景的變化。同樣屬全景式無字圖畫書，作者架接了

七個固定的場景，與許多定睛細看就會發現重複出現的角色面孔，讓讀者同時感受讀圖說故事、

尋找細節與變化，以及重訪彷彿熟識的朋友般的多重樂趣。因為是一系列的完整發想，尤其適

合家長或老師與閱讀的兒童們共同分享，在賞讀書本的同時，也能延伸討論的話題，談談自身

經歷的季節風情與感受，還有切身的各種觀察。

作者在繪圖的細節裡暗藏俏皮的觀點與各種細膩的生活觀察。讀者得以在每幅畫面裡停駐

許久，歸納解讀大大小小角色的動作與意向，以及他們可能產生的感受。故事的縱軸經過了春

夏秋冬，橫軸則同時描繪畫面中所有的角色，因此讀者會感覺目不暇給，就像無法立刻參透同

樣的時間軸上同時動作的每個人物。其實這也正是近似我們真實生命經驗的閱讀感受，我們僅

有一對眼睛，卻要面對整個世界正在變化的一切。萬事萬物的本質便是變動不羈。不過我們自

始至終也只能用認真觀察的眼睛和誠懇思索的心來面對。

全景式圖畫書非常適合孩子看圖說故事。從畫面中任何一個細節切入，孩子都可以編織出

豐富的故事，更別提當他們發現同樣的角色反覆在書頁裡出現時，感知的驚喜。閱讀圖畫書是

發現的藝術，讀者讀圖的技巧愈益純熟，對生命的感受愈豐富，就愈能體會箇中滋味。羅陶蘇

珊娜．伯納的四季系列故事，是閱讀無字圖畫書很好的出發點。

五、流淌在生活裡的奇妙樂音

（一）《路邊的小花》／格林文化

《路邊的小花》用輕巧不著斧鑿痕跡的敘事，描繪孩童接收美好事物的眼光，以及純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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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不吝付出的心意。饒富生命力的墨水畫勾勒出一幅市街忙碌生活的尋常街景。鴿子咕嚕咕

嚕叫喚，此起彼落的在樓頂振翅飛起，把目光往下帶，讀者看見一對父女牽著手走在街邊。接

下來是一連串分割畫面，速寫這對父女回家途中的種種。爸爸一手提著購買的日常用品，一手

牽著女兒；小女孩則不時左顧右盼的觀察身邊種種。她抬頭看見飛翔的鳥兒，側著臉觀看旁邊

男人手臂上的小鳥圖案刺青，看見路旁嬌豔可人的小花，也瞥見牆縫兀自生長的粉紅花朵。

爸爸沿路接了好多次電話，小女孩一路發覺一朵又一朵迷人的野花。她幾度停下腳步摘下

小花，收集成一小束可愛的捧花。畫家讓女孩穿上紅色連帽外套，形成灰黑畫面中串連故事線

的視覺焦點。讀者和小女生一樣，從故事開始就不斷解讀畫面中的各種訊息。不過不論我們如

何分心，只要追隨小紅外套的身影，就能將注意力拉回主敘事線，繼續這趟購物與散步之旅。

故事很動人的安排在於小女孩收集到小花束後，又將手裡的小花一一分送出去的過程。她看見

死掉的小麻雀，分送牠幾枝花朵；看見公園長椅上掩著帽子休息的人，把手上的花朵插在他鞋

子裡⋯⋯她把小花夾在小狗的項圈上，也把花攢在媽媽髮際和在嬰兒推車上睡著的弟弟身上。

《路邊的小花》記敘了女孩不具特定目的的小小美好心意，流暢寫意的畫面與故事蘊藏的深意，

讓這部作品贏得諸多獎項的肯定。

無字書因為沒有文字引導讀者思考，全然依賴圖像說故事，畫家因此必須更費心考量呈現

畫面的方式，好讓讀者在頁面間分辨視覺的線索，運用自己的理解來講故事。很多父母常擔心

不知該如何帶孩子閱讀無字書，其實看圖說故事的能力是孩子們與生俱來的稟賦之一，如果父

母能暫時拋開事物只存在一種最正確的解答的習慣，就能在與孩子共賞無字書的過程中，聽見

孩子們描述圖像與世界的有趣故事，一同觀察熙熙攘攘又豐富奇妙的各種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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