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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也是一種學習

在親子教育的立場上，我們常說：「別

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所以，從小拚命的

補習、填鴨知識，稍有怠慢，父母便憂心忡

忡，孩子也被灌輸「學精於勤而荒於嬉」，所

以，遊戲生活是不被認同的。但是，在偏遠

地方的孩子，他們輸在起跑點的，也許是學

業、知識，可是，在人際、創意、生活技能

等方面，絕對是「贏在起跑點」的！

知名的漫畫家、創意發明家劉興欽先

生，就是生長在偏遠山區的孩子，他寫了一

本書《大山背的野孩子》，來回憶自己的童

年。從書名來看，果然是描述劉興欽，以及

村裡的那些「小頑童」，而大山背位於新竹橫

山的一個山居小村，人數不多，連劉興欽的

母校都因人數過少而廢校了呢！但是這樣的

一個地方，並沒有因為生活困苦而影響了劉

興欽的成長，也沒有因為交通的不便，而中

斷了劉興欽的求學路，反而因為有這樣子的

經歷，讓劉興欽更真誠地對待與他擁有相同

背景的孩子，也更能體認人生而不平等，但

後天的努力才是改變人生的重要關鍵。

劉興欽曾任臺北市永樂國小的老師，後

來對繪畫頗有興趣，便朝著漫畫的路發展，

接著，又因小時候的「鬼靈精怪」，讓他對動

手操作、創意發明有深一層的研究，更獲得

了許多發明獎項，這些種種事蹟，都收錄在

國小的國語課本呢！

  有智慧就能生存

在這本《大山背的野孩子》中，描述

了劉興欽小時候家裡的貧困，也因為貧困，

所以任何事情都必須靠自己來解決。電燈壞

了，自己修理，因為沒有錢可以請人來修，

況且，偏遠地方也請不起別人呀！要吃魚，

自己跳入溪流抓魚，所以從小就有一身的絕

活。沒東西吃了，就會動動腦筋，到別人的

家裡打打游擊……，許多的經驗也都是在這

些生活中累積而來的。

「鬼靈精怪」的劉興欽，擔心做錯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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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責備，便往家門外一逃，丟塊大石頭到

池塘中，自己悄悄躲在樹後，讓媽媽以為劉

興欽跌到池塘裡。有一次上學時，看到同學

用手比成手槍的樣子，朝自己向打過來，竟

天真地假裝抱胸倒地而死，還因此而嚇到同

學和老師！考試時，老師要同學把班級、姓

名、座號填上去，劉興欽舉手問老師：「老

師，總分要填多少？」劉興欽的個性就是率

真直爽，與他相處在一起，永遠有歡笑，永

遠不枯燥。

其實，這樣的開朗個性，來自於小時候

的成長環境。單純的村莊，沒有所謂的爾虞

我詐與名利追求，每個小孩子總是無憂無慮

地在村裡嬉笑玩樂，絲毫沒有壓力；當時絕

對沒有現代的電視、電腦等資訊產品，但是

他們用智慧來發明許多遊戲，用創意進行許

多活動，用更多的時間，來培養孩子、大人

之間的情感，你說，在這樣環境下長的的孩

子，會不快樂嗎？

  心靈踏實比物質豐沛更重要

「窮」固然會缺乏一些物質上的享受，

但生活的目的與生命的意義，更多是來自於

心靈的踏實。劉興欽體認到這一點，他有三

個願望，第一，但願家裡的牛不要餓死；第

二，但願自己不要餓死；第三，但願全家人

不要餓死。這樣卑微的訴求，在富饒的今天

看來，簡直是難以置信，但這樣的苦日子，

有人幫我們承擔了，這一路走來的篳路藍

褸，其實，我們都該抱持著一顆感恩的心，

感恩這一切的得來不易呀！

  遊戲就是一種創造與發明

我們班的孩子，在下課的時候，總喜歡

拿著鐵製的鉛筆盒，相互在桌上玩來玩去，

看誰能夠擋住橡皮擦之類的小東西，便是勝

利。因為實在太吵，便讓孩子們改用別種方

式進行，於是他們改用棉製鉛筆袋取代，後

來他們發現，大概是不容易使力的關係，又

自行改成筆芯盒，直到「文具」都被他們玩

「膩」之後，他們便興起了一股「桌球風」。

他們的桌球遊戲，沒有專屬的球桌，

只有一張課桌，網子是用一排板擦排列而成

的，桌球拍就是他們自己的手掌。起初，我

真的不敢相信他們這樣也能玩，沒想到他們

「越演越烈」，連手掌都可以「切球」，報紙揉

成的紙團也可以當桌球，等技術成熟之後，

就拿一整排的粉筆盒、書包當作網子，越疊

越高，以增加困難度，也考驗他們的球技！

路過教室的同學和老師，無不咋舌稱奇，都

想進教室和他們「PK」一番。

  會玩的人，就會生活

沒錯！孩子的遊戲，都是「想」出來

的 ! 就像劉興欽小時候雖然「亂玩一通」，但

也都玩出興致來呀！這種想出來的遊戲，便

是創造力的開始。所以，我曾經看過低年級

的孩子拿筷子夾橡皮擦、夾硬幣，最後到花

園去夾小碎石子。看到中年級的，拿跳繩當

釣魚的釣線，把同學從一樓「釣」上來（當

然這很危險，同學不可模仿）。看到高年級的

孩子，把紙張、衛生紙加上橡皮筋，就搖身

一變為口罩、拿出羽球球拍打粉筆、桌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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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佳慧曾寫過一本書《沒有邊界的教

室》，內容敘述對德國的教育觀察，而這本書

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要告訴我們：「德國是一

個以『玩』為核心的教育模式，可以做為臺

灣教育改革的借鏡」。玩，在臺灣師長的認

知中，總是懶惰、不認真的代詞，但是，在

德國的經驗裡，他們甚至沒有寒暑假作業，

規定他們必須用「玩」來安排自己的假期，

倘若你不會玩，就表示你不會規劃自己的生

活，這又如何有好的成就呢？

「玩出創意」，一直是這幾年許多動手

操作的課程所堅持的理念，用意就是希望孩

子可以不再受限於課本的知識中，也不要被

坊間現成的玩具限制住創意。沒想到，在

七十年前的劉興欽，就想到了呢！想想看，

「創意」兩個字的組成，「創」是「倉」加

「刀」，指的是，我們必須用刀子去琢磨大腦

的倉庫，越磨越精；「意」為「立在太陽之下

的心」，也就是有好的創意玩法，要與大眾分

享、不藏私。

當我現在看到孩子許多「無厘頭」的遊

戲時，我不會再感到幼稚、無聊，反而是敬

佩他們的創意、發明。也許給他們多一點空

間，多一點思考，未來他們會創造出許多令

人意想不到的發明。

  小創意，大發明

日前看到一個電視節目，是和創造發明

有關的，心裡著實踏實許多；看了這麼久的

電視，總算有一個節目能讓我產生共鳴。

內容是有一個阿嬤，每天要清理環境、

煮飯燒菜，常忘記要上樓拜拜，也因為行動

不便，所以得費一番工夫才能上樓；他的孩

子看到這個情形，在一陣靈感掃過大腦後，

就想出可以減輕阿嬤負擔的發明物――電子

香。而這個電子香也放在嘉義的廟宇當作試

驗品，果真獲得好評。

看完之後，我突然有個發明的想法：我

想發明一個「園藝機器人」，如此一來，下班

之後就不用拔枯花野草，而且還能感應泥土

的濕度，自動給水；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成

熟的水果，可以自動摘下裝籃。如果真的有

試驗成功的一天，那我一定會在發明展上親

自組裝讓眾人看。

看看歷史上有偉大的發明王愛迪生、

發明電視的貝爾德、完成動力飛行的萊特兄

弟、鐵路之父史蒂芬生……，只要每個人都

能從家中生活著手，發揮創意的話，那你也

會是個家庭巧手的。

  創意就是競爭力

前幾期的《遠見雜誌》，提到了新一波

的競爭力，內容公布了國內首度創意城市調

查的數據，其中「創意」是一項具有關鍵性

的優勢。建築、政策、法條是硬體建設的一

部分，唯有揉合創造思考的軟性實力才能為

競爭力加分。

每個縣市都有其所代表的創意，創造力

不是單一的腦力激盪，它更代表政府效率、

基礎建設、科技指標，並且進一步的將其

活化。從一個活動的規劃、評估、執行與檢

討，都可以加入創意點子，呈現出最具特色

的一面，舉凡假面藝術節、半島風鈴季、城

市光廊、路跑健走登山等，就是融入藝術的

遊戲生活的童年─《大山背的野孩子》



讀 書 人 語

．一本好書可以在瞬間睜開我們的眼睛，讓整個世界都亮了起來44  ◆  C. K. Anderson

創意象徵，也增加城市的美感與生活品質。

而《藍海策略》一書中曾提到，以前企

業打的是規模戰，拚的是速度，是在同一個

圈內的互相廝殺，這即是典型的紅海策略；

但走到了現代，面臨的是微利時代，企業及

任何產業公司就必須轉到藍海策略，要有更

多的創意，產生差異性及附加價值，從消費

者的立場去想消費者的需求。

  文化創意的美感經驗

之前李安的電影登上世界寶座，讓我想

起南韓，要不是當初前總統金泳三和金大中

兩任總統公開宣示影視產業的重要性，在任

內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投入大量經

費重建電影產業環境，南韓電影哪有今天的

榮景。一個重視的文化創意的國家，一定會

重視每一項藝術，而藝術是滋養人心，也是

在競爭力中創意活動的一個評比。

記得黃武雄教授在一場創造力的演講

當中曾經提及：其實每個人天生都具備創造

互動、維生的能力，而創造更是人存在的原

始趨向；我們教導孩子發展抽象能力、想像

力，主要就是從中培養創造力，讓他們從日

常體悟中經驗世界。但由於現在的教育已被

「套裝知識」取代，小朋友被要求躲在一致性

的背後，所以慢慢失去了創造發明的機會。

創意不是只有在國家與城市中才看得出成

效，有時候一個轉念，在與孩子、學生的相

處中，都可以發揮的淋漓盡致。

  智慧、巧思與想像

《大山背的野孩子》，讓我們看見劉興欽

因為生活的智慧，而化解了許多疑難雜症，

因為巧思，創造了讓人方便生活的發明；因

為天馬行空的想像，也美化了自己的家鄉

（例如內灣大嬸婆的造型意象）。如果，你幻

想著回歸大自然的美好，體驗最純真的童

年，別忘了，找個機會讀這本作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