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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因為推廣圖畫書和推廣閱讀，所以有機會到許多不同的地方，對不同的團

體，談圖畫書，介紹各種有趣的、好玩的、或感動人的圖畫故事書。因為會順著兒童的發展與

學習，常常需要舉一些與兒童生活經驗相呼應的例子，就很自然會介紹一些國人原創的傑作。

聽眾對這些本土創作的圖畫書普遍反應良好，事後，並表示他們能夠帶給孩子親切和熟悉的感

覺。不過，他們也反應，有許多書買不到或借不到。原來許多早期編繪的本土原創作品，在外

版書充斥的衝擊之下，已經絕版一段時間了。

絕版的圖畫書，有些是因為出版社改變經營策略，將經銷重心完全放在購買版權的外國

圖畫書上，對本國創作的圖畫書疏於宣傳，也不再加印。有些書是因為出版社轉業或倒閉而不

再出版，作者又忙著其他事物，而沒有設法讓這些作品轉到其他出版社再出版。關於這一點其

實也不很容易，因為作者不見得會了解其他出版社的經營方向和稿件需求，要找到合適的出版

社，有一定的難度。

這些絕版的圖畫書中，最被外界矚目的是以前教育部委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

小組，編輯出版的中華兒童叢書。這一套叢書，早期分成文學、科學和健康營養三類，並依國

小低、中、高三個年段的程度編輯。其中低、中年級階段以圖畫書的形式編繪。到編輯小組在

黃榮村擔任教育部長時被裁撤為止，累積了不少優良的臺灣原創圖畫創作作品。這一段時間也

提供許多圖畫書的作家與畫家成長的空間。這些畫家和作家們也在充滿青春活力的年齡，貢獻

他們的熱誠與創意，為中華兒童叢書，添加了不少堪稱經典的傑作。所以在兒童讀物編輯小組

結束這一套書的編印工作後，馬上有出版社對這些版權回到作者和畫家手上的圖畫書，表示有

興趣重新出版。

信誼基金出版社，從以前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接受省社會處委託編繪的10本幼兒圖畫

書中，挑選了圖畫技法表現於現在看起來都還很特殊、先進的5本。以「經典」之名，組成一個

小套書「童書任意門」。並為幾位作者與畫者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發表會，畫家並且在當場

說明與演示了那些特殊趣味圖畫的作法與想法，相當熱鬧與光彩。這5本書，出版社是在盡量維

持原版的樣貌下，以較好的紙和裝訂，只是因應現在的閱讀習慣，文字全部改為橫排，所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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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之前的右翻改成現在的左翻形式。由於編輯的用心，這些改變，不會有不順眼的感覺。

小魯出版社，則是將《請到我家鄉來》這本書，由原來的圖畫書作者鄭明進先生，補充

更多、更豐富的插畫與圖片，在編輯者的構想下，編成較大版本的文化圖鑑式繪本。並且趕在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舉辦鄭明進作品研討會與插畫原作展時，推出新書發表會。會中，新版

《請到我家鄉來》的編輯和舊版教育廳《 請到我家鄉來》的編輯（就是我啦），有一段相當有

歷史感的對話。說出舊版編輯時，如何邀請林海音女士執筆寫這本書的八卦（舊聞）。

國語日報社則是以文字作者為中心，挑選中華兒童叢書中，9本林良先生的作品。再加上

原來就是國語日報出版的《金魚一號，金魚二號》湊成10本1套，命名為「林良童心」。這十本

書全部都請到新的畫家，以新的繪畫技法與圖畫書的圖文共舞概念繪製。因為是國語日報出版

社，所以這些新一代的年輕畫家全部來自於國語日報牧笛獎，圖畫書組歷屆的得獎者。並請我

當美術顧問，在畫家作畫過程中，參與討論，給予適當的建議。雖然我比較希望能夠維持原來

舊的圖畫與版式再版，但是看到年輕畫家精彩的演出，其實也真為臺灣圖畫書創造力的新血慶

幸與快樂。希望他們能有更多的機會，發新芽、長新幹。

因為我以前是中華兒童叢書的編輯，所以有些出版社的編輯會到我這兒來找，看看還有沒

有什麼好的原創作品可以重新出版，好讓那些傑作得以流傳的更久遠。有一次小魯的副總編，

就以這樣的目的來到我家。那一天我正為她在書堆裡翻找的時候，順手拿了幾本不是中華兒童

叢書的圖畫書。其中大部分是光復書局的幼兒圖畫書，那是光復書局在周慧珠女士主持下，委

請社外編輯編繪的圖畫書，我因為編過信誼的〈幼兒數學寶盒〉所

以由我負責數學系列的部分，第一次是10本，第二次是8本。在編

輯過程中我盡量在整體架構成熟後，就請適當的文字作家和圖畫作

家去完成它！但是在截稿時間過時，就只好一部分自己動手繪畫，

所以留下了好多本是我自己寫、自己畫的。這些書因為大都透過訪

問販賣（也就是直銷），一般坊間並不容易看到。不過因為銷售員

能力很強，連續好多年，這些書都帶給我不錯的版稅。可惜，出版

社在其他業務經營不善的狀況下倒閉了。由於我編繪幼兒數字圖畫

書的能力，來自於為信誼編繪數學寶盒的緣故，便希望信誼會有興

趣，將這些書編入新的數學寶盒。可是等了很久沒有消息，所以這

天當小魯的副總編鄭小姐，看到這本書，馬上表示有興趣時，我沒

什麼好堅持的，所以《別學我》、《你一半我一半》等這幾本書就

成為小魯這一年度預定出版目錄中的幾本書了。

《別學我》是我常常在演講中介紹的書，雖然是數學系列的一

本，卻是以語文遊戲抬槓（或臺語的答嘴鼓）的活動來串連的。讓

‧《你一半，我一半》、《別

學我》、《嘟‧嘟‧嘟》

（小魯文化）。

《你一半，我一半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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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遊戲中，自然的找尋異同、和物件間的關係，為了製造更好的翻頁效果，新版本增加了

一幅圖，還好，幾十年前畫這本書的顏料，廠商都還維持相同的高品質，所以增加的圖畫，顏

色相當近似，可以達成與當時繪製時接近的效果。

在重印時，編輯們看到我保存了一、二十年的原圖稿都嚇一跳，以為是重新畫的，其實我

只是將圖稿以描圖紙隔開，再裝入紙袋裡而已。由此可證明，這些圖稿所使用的臺灣圖畫紙和

臺灣的廣告顏料，品質都有一定的水準，可以放心的使用。所以我在《你一半我一半》內也做

了一些小小的修改。

《小怪物來了》是以裝扮遊戲的小故事，和小朋友談局部猜整體的圖畫書，文本是我寫

的，舊版圖畫的畫家不知道為什麼不想要重新出版，編輯突然想到我的女兒也是學美術的，就

要求她來畫畫看，來個父女合作，可能是希望我可以就近溝通與指導吧。第一次看到女兒塑

造的小怪物造型Q的不得了，真的很喜歡，就開始期待女兒的作品快點完成！這本書雖然是重

印，將會是以全新的面貌和讀者見面。

編輯在決定是不是要重印一本已經「斷版」一段時間的原創圖畫書時，一定也要經歷一番

思考與評估的，《嘟．嘟．嘟》是一本沒有文字，大部分以單色呈現，圖像又有點兒抽象的圖

畫書。當年我在創作這本書時，是以玩一玩、實驗看看的態度做的。可能是因為我擔任童馨園

出版社顧問的關係，老闆容許我出版這種帶有實驗性質的作品。出版後，我個人很喜歡，在很

多場合發表。到海南島和中國大陸兒童讀物作家開研討會時，也帶去發表，並當禮物送人。這

本書更曾經獲得住在天母的一對日籍夫婦的欣賞，改編成「布板戲」在幾個小學演出。可惜童

馨園在出版了一套日文翻譯的圖畫書，和原創的彩色、黑白系列（《嘟．嘟．嘟》及《白白、

黑黑和花花》都在這一個系列）之後，因為沒有專門銷售圖畫書的部門，公司也轉型，專門賣

大型的進口玩具，所以只出版一刷，就不再經營圖畫書了。小魯的副總編決定要它時，我當然

非常高興。在重新出版時，美術編輯想要有些小幅度的修改，都會很尊重原作的意見，這是很

值得稱許的態度。她們更請來幼教專家專業的角度評介這本書，以一個創作者而言，我非常希

望自己的作品，有人去注意它、評介它。我自己也評介過別人的作品，評介時，常常會有一些

新的發現與新的看法，那是值得重視的。由此或許可以提醒各家出版社到國外挖寶買版權時，

同時回首看看早期臺灣原創圖畫書中是否早已有類似，甚至於內容品質都超越的作品？再一次

肯定這些作品，除了對臺灣的前輩給予掌聲之外，也可以給後進新秀更高的鼓勵和期望。

有些書出版社重新出版時，在版權頁上標示為初版，從該社的立場解釋，這是該書在該社

的第一次出版沒錯，但是一件作品原創時間的先後，對後來的研究者是重要的，文化的發展是

累積與堆疊而成的，那些作品是疊在下層成為上層的基石，是研究者要知道的。所以重新出版

過去的原創圖畫書，標示原來真正初版時的出版社和年份，不但是對當時原創的作者、編者、出

版社的尊重，也是對出版史負責的態度。這一點，小魯的編輯也做到了，應該給予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