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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銘

以漫畫創作開啟繪畫生涯

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五

陳玉金 ◎ 兒童文學工作者

劉宗銘的繪畫創作十分豐富，他畫漫畫、圖畫書、童書插畫，也從事個人藝術創作。除此

之外，他還從事兒童美育工作，因此，儘管創作形式不同，相同的是，作品中總是充滿了童心

與童趣！

◆ 鄉野中的童年生活

1950 年，劉宗銘出生於南投縣埔里鎮，父親是國中老師，母親曾是裁縫師，家中4個小孩，

劉宗銘排行老三，有哥哥、姊姊和妹妹，一家人住在日式宿舍。由於當時物資缺乏，大多數人

家裡如果有院子，盡可能會種些蔬菜和水果，也養雞、養鴨，或者養鳥。因此年幼的劉宗銘所

觀察到的圖像，就是來自於這些生活的背景；住家後面種了蕃石榴、龍眼樹，果子成熟了可以

摘下來吃，還可以在附近挖蚯蚓、釣青蛙。在生活中所見到的動物影像，都是活生生的，不是

書本上的平面介紹，劉宗銘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童年。

劉宗銘的父親曾經到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唸牙醫，回臺灣後沒有選擇開業，卻在國中教生

物、健康。在那個年代，生活不易，很少人把錢花在買書上，加上能買的書也很有限，劉宗銘

的童年幾乎很少有課外讀物可讀，學校的圖書館也沒有發揮作用，書籍都是被鎖起來的，很少

讓學生自由閱讀。年齡稍長後，他才有機會看到東方出版社的一些文學書。

童年時期的劉宗銘所閱讀的書雖然不多，但報章雜誌中還是有

屬於兒童閱讀的園地，對他的影響很大，像《小學生畫刊》，還有

《小學生雜誌》。他在國小五、六年級喜歡看《新生兒童》，那是

《新生報》附設的一份周刊。在劉宗銘的記憶中，這本周刊在當時

算是很精美的刊物，32開，薄薄的一小本，但是封面和封底、封面

裡、封底裡都是彩色，內頁是套色的；封面大部分是高山嵐、夏瑋

繪圖設計的；封面裡、封底裡都是漫畫，多數是牛哥，還有劉興欽

幾位漫畫家的作品；內頁的內容有《格林童話》、《伊索寓言》以

及創作童話等內容，還有一些遊戲。後來這份雜誌停刊以後，就附 ‧《小學生畫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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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在報紙上，變成兒童版。也因為對於這些報刊雜誌的熟悉，當劉宗銘從兵役退伍後，漫畫作

品《居禮夫人──鐳的發現》就是在《新生報》的兒童版連載，那份作品也是他參加教育部社

教司的連環漫畫徵稿的得獎之作。

◆ 熱愛漫畫的年少時光

劉宗銘從小就喜歡畫圖，他認為漫畫比較容易學習。國小的他是處於塗鴉、模仿期，看到

什麼就照著畫，也沒有人教導。直到國中二、三年級才有老師因為會畫漫畫而有人可以請教。

當他念高二的時候，一位美術老師是國立臺灣藝專美術科西畫組畢業的，藉由這個機會，劉宗

銘跟老師學習素描，還到埔里各地寫生。那時候大學的美術科系只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私立

文化學院、國立臺灣藝專這三所學校，後來劉宗銘參加大專入學考試，進入國立臺灣藝專，就

讀於雕塑科。

除了參加校外大型漫畫比賽，劉宗銘也陸陸續續靠著投

稿發表漫畫，賺得自己的零用錢。初（國）中三年級時，他

畫了和母親節相關主題的四格漫畫〈最好的禮物〉，刊登在

《時勢新聞週刊》，得到一支精美鋼筆，學校還在朝會上公

佈這項榮耀。

高中一年級的暑假，劉宗銘因為美術老師林義方正好是

漫畫家劉興欽老師師範學校的同學，在林老師引薦之下，他

懷抱著崇拜偶像的心情，從埔里到臺北找劉興欽老師，到劉

老師的工作室幫忙，白天當學徒，在畫稿上塗黑色顏料、畫

上黑線框，就這樣幫了一個月的忙。

從 15 歲就開始畫漫畫，劉宗銘對於漫畫創作的熱情不減，直到在國立藝專唸書，都還是持

續創作。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圖書館，構思著自己編造的故事、畫漫畫。也因為將漫畫作品投稿

到報章雜誌，賺得不少零用錢，最大的一筆是八千元，也就是他以《居禮夫人─鐳的發現》

參賽，得到教育部社教司主辦比賽的首獎獎金。當時學生生活費一個月三百元就夠了，對劉宗

銘來說，算是很大的一筆錢。隔年，他又畫了連環漫畫《歡聲滿庭園》

去參加比賽，獲得二獎（首獎從缺）。

學校圖書館裡畫冊很多，他也把畫冊借出來臨摹。當時臺灣省教育

廳中華兒童叢書在徵求文稿，劉宗銘寫了《稻草人卡卡》的故事，獲得

採用，這也是他的第一本兒童文學創作，那年他正好 20 歲。

◆ 開啟創作圖畫書的機緣

劉宗銘拿自己的圖畫作品參加各種比賽，把握各種徵文徵畫的機

會，在服完兵役退伍後，他編繪了圖畫書《妹妹在哪裡？》參加第一

‧	劉宗銘的漫畫〈最好的禮物〉，刊

登在《時勢新聞週刊》。

‧劉宗銘的圖畫書作品

《稻草人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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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到最高榮譽的圖畫故事類

首獎。當時一般大眾對於「圖畫書」是什麼？概念還很薄

弱，但劉宗銘卻能把握創作的機會，得到評審委員的青

睞，得到大獎。隔年，他再接再厲，繼續參加第二屆的洪

建全全國兒童文學創作獎，獲得童話類獎。

因為連續參加比賽都獲獎，劉宗銘也因此認識了洪建

全基金會簡靜惠執行長，正好她的秘書要到美國讀書，機

緣湊巧之下，劉宗銘就到洪建全基金會上班，剛進公司的職稱是「秘

書」，任職一段時間後，轉任兒童組組長，工作內容除了編輯也兼做

洪健全視聽圖書館的活動、演講事務等，而編輯圖書全是自我摸索，

兼任美術設計、跑印刷廠，因為沒有人教，都靠自己，對劉宗銘來

說，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習，不論文字編輯、美術編輯和印刷廠務，在

那個時期，他都學會了。因為這份工作的關係，劉宗銘認識了很多兒

童文學界的插畫家和文學家。

由於在洪建全基金會的工作過於忙碌，劉宗銘無法兼顧創作，為

了能有持續創作的時間，兩年後他就離開基金會了。

離開洪建全基金會，劉宗銘和妻子陳芳美選擇創辦《小樹苗雜

誌》。經營這份雜誌十分辛苦，但他們憑著一份理想和傻勁就去做了，但最後還是因為營業狀

況不佳，轉交海山卡片的林英機先生繼續經營。同時期在市場上流通的兒童雜誌還有《小紅帽

雜誌》和信誼基金會辦的《小袋鼠雜誌》，最後這兩份雜誌也都以停刊收場。

結束《小樹苗雜誌》的工作之後，劉宗銘選擇到日本「東京兒童文學教育專門學校」進行

繪本創作科研修。當時遊學風氣並不盛行，劉宗銘是最早到日本參加繪本研修的臺灣人。在日

本研習繪本的生活期間，他把握機會到日本各地觀光，逛遍大小圖書館，參觀圖畫書的原畫展

覽、美術館、博物館、百貨公司等地方，試圖在異地的生活中抓取各種養分，而不只是課堂上

的學習。

◆ 畫漫畫和圖畫書心境不同

由於從小喜歡畫漫畫，劉宗銘自己認為受到華德‧迪士尼、劉興欽、牛哥、陳定國、徐麒

麟、林大松、葉宏甲、羊鳴、許華良⋯⋯這些漫畫家的影響很大。他也是從模仿劉興欽的漫畫

開始創作，所以影響較深。

劉宗銘認為圖畫書和漫畫共同的部份，在於兩者同樣重視故事性的表現。在從事漫畫創作

時，他同時設計角色、編繪故事內容，以及繪圖；無論是四格漫畫，無論短篇、長篇漫畫，劉

宗銘都創作過，在過程中，一人扮演編劇與繪圖的工作，所以當他轉而從事繪製圖畫書時，發

現這兩者同樣要注意故事中的「人、時、地、事、物」，以及故事情結的「起、承、轉、合」

‧	劉宗銘的圖畫書作品《妹妹在哪

裡？》內頁。

‧	劉宗銘的圖畫書作品《妹

妹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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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構成的要素。因此，由於上述兩者的共通性，使劉宗銘從漫畫累積的創作經驗，對於接下

來的圖畫書創作幫助很大。

至於創作漫畫和圖畫書的差異，對劉宗銘來說，他認為漫畫有連環分格，比較接近電影的

卡通形式，在動態上可以表現多一點，而圖畫書的畫面比較大，彩色也更加精密，比較接近美

的特質。

而在閱讀對象的部份，同樣都是創作者必須關心的。劉宗銘認為不論創作漫畫或圖畫書，

在創作時都需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讀者，做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包括角色的造型、構圖、內容的

組合，這樣可以讓作品更加貼近閱讀者的心靈。

一直從事繪畫教學的劉宗銘，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教畫而有機會接觸不同年齡的小孩，

比較了解孩子們的想法，在創作內容上也更能貼近孩子。

除了漫畫和圖畫書的創作之外，劉宗銘也有純藝術創作，當他從漫畫和圖畫書抽離出來，

做個人的純藝術創作時，仍帶有童趣、童心的造型特質，所以他的藝術風格在純藝術上，也變

成一種具有獨特想像與創意的風格。

◆ 思考創作與媒材使用

每一次針對不同類型的文章配圖，劉宗銘在創作前會有不同的思考，像居禮夫人的故事，

在進行配圖的時候，他會注意這本書是設定給哪個年齡層讀者閱讀的，給不同年齡層的讀者，

會有不同的想法。而一本書中，總會有一個主題，比如他在畫《好朋友一起走》的時候，想要

傳達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中心思想，因此，故事雖然簡單，蘊涵卻很深遠。而《大樹》

這本書，他就把環保概念放進去。所以他強調，在創作之初，必須先設定閱讀者的年齡層，接

著構思主要的想法，衍生故事中的人物，再看內容長短，是短篇、中篇或是長篇，有不同的起

承轉合。

閱讀對象設定之後，接著劉宗銘會進行的思考是對象的年齡，如果是給幼兒看的，故事內

容可能會針對幼兒藉由反覆閱讀來學習的特性，著重內容的反覆性，最後再做意外性的結局來

收尾，也會使用比較單純的畫面來構圖。給年齡層較高的人看的連環漫畫，就比較注意佈局、

人物和構圖的複雜性以及可看性。以《好朋友一起走》這本圖畫書來說，劉宗銘在更早之前，

是以漫畫故事的發展，用烏龜、兔子當主角，畫出很多不同的趣味故事。後來信誼出版社邀他

出版圖畫書，於是他把烏龜和兔子、小狗、飛鳥和小象發展成無字的圖畫書。全書用黑白稿線

條，再用指定套色的方式印刷。劉宗銘在媒材使用上，習慣先畫線條，再上色，這是因為長期

畫漫畫比較習慣使用線條來表現。

◆ 編畫俱佳的圖畫書

劉宗銘創作的圖畫書很多，但並沒有特滿意的，如果一定要挑選，他選擇自己的3本圖畫

書：《稻草人卡卡》、《妹妹在哪裡》，以及《千心鳥》。他在接受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劉宗銘—以漫畫創作開啟繪畫生涯—用圖畫說故事的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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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黃麗靜在 2004 年 9 月 5 日的採訪時，曾經說明他喜歡的原因：

《稻草人卡卡》（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71）：這是我第一本創作的文學故事，是在20歲

的時候，參加教育廳的公開徵稿應徵入選，主編是潘人木先生。這本書的主題在告訴人們（包

括大人、小孩）生命的價值，是個人的付出與貢獻，而不在乎外在是否美醜。很高興能透過文

學的故事，將個人的思想、意念去展現。

《妹妹在哪裡》（書評書目，1975）：我在 1974 年 8 月退伍，正好看到「第一屆洪建全兒

童文學創作獎」的徵稿，我以過去畫漫畫的心得去編繪此作品，主題以「愛和責任及親情」的

童心、童趣表現，獲得圖畫故事組創作首獎，評審給我的評語是：「畫趣非常生動，筆調活

潑、頑皮，很吸引人」，我於 1975 年 1 月 3 日獲獎，並在同年 4 月 4 日付印出版。

《千心鳥》（東華書局，1989）：「愛」是這本書最重要的主題，各種不同的愛，可以使

多層厚厚的蛋殼剝落，而誕生「千心鳥」；同樣的，在愛中長大的孩子，能夠有能力、能量去

對付人生中許多壞人和不好的事物；也足以保護曾經愛他們的父母、親友、朋友等。這本書並

且榮獲 1989 年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78 年度優良圖書金龍獎」，此外連同年度其他創作，獲

頒鄭彥棻文教基金會「第二屆中華兒童文學創作美術類獎」。

洪文瓊教授曾在已經停刊的《自立早報》（1990.9.30）中撰

寫一篇文章〈千心鳥的心結─對當前臺灣幼兒圖畫書的一些省

思〉，內文中推崇劉宗銘的圖畫書《千心鳥》：「不但是自創性的

作品，而且是較為少見的自寫自畫類。它的表現手法則是結合漫畫

和圖畫書，這在臺灣也是不多見。在內容上，它歸屬於現代幻想童

話的類型，既有別於傳統的童話或動物故事，也有別於民間傳說。

這類現代幻想童話─特別是幼兒現代幻想童話，更是臺灣的童話

作品中，最為缺乏的一類。美國的蘇斯博士和辛達克可說是現代幻

想的編畫能手，《千心鳥》的人物造型以及內容所富含的幻想性，

比之蘇、辛兩氏，並不多讓。在道學意味濃、幽默感覺缺乏的華族

文化系統中，這類作品無疑是非常需要，也最能解開兒童桎梏的心靈，使兒童回到原始本有的

純真幻想世界。」

洪文瓊認為《千心鳥》之所以受到幼兒喜愛，除了動物造型可愛之外，「故事具鬧劇性的

趣味與主題內容寓含著溫馨與歡愉，應是最大的關鍵。」他進一步觀察《千心鳥》，認為劉宗

銘懂得運用色彩來營造氣氛，也懂得掌握重複、懸疑、出其不意的原則，配合誇張的造型來製

造戲劇效果。因為「鬧劇是幼兒最喜愛的故事類型，重複則是幼兒的基本學習方式，懸疑、出

其不意則能滿足幼兒的好奇，顯示作者頗能掌握幼兒的心理。我很訝異作者何以能擁有這樣善

解幼兒心理的能力（這是臺灣的幼兒圖畫作家、描畫家相當缺乏的），後來訪問了作者，才知

道作者為了保持創造的活力與靈感，迄今為止，一直未放棄在幼稚園美育指導的工作（一方面

‧	劉宗銘的圖畫書作品

《千心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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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為了紓解經濟壓力）。由此可知，要創作好的兒童圖書，多跟兒童接觸、多瞭解兒童，應

是不可或缺的法門。」從上述洪文瓊的分析，可以知道《千心鳥》這本圖畫書成功與受歡迎的

原因。

◆ 理想與現實之間

為了創作，劉宗銘養成隨時隨地想故事的習慣。對他來說，出國旅行、寫生、速寫等，

都是為了培養創意所必須的活動。他和太太一年至少出國旅行一、兩次。他認為創意的來源，

重點還是在於生活，因為生命很短暫，每天都要過得很快樂，一生才會快樂。劉宗銘的人生哲

學，就是把人生比擬成四季，20 歲以前像是春天，20 到 40 歲是夏天，再來是秋天、冬天。不同

的季節有不同的美，要學會欣賞不同季節的美。

長期從事繪畫創作，劉宗銘以過來人的心情提供意見，他認為想從事圖畫書創作的愛好

者，應該體認到「現實與理想」的狀態。因為，每位創作者，除了滿足自己的興趣，總要有立

足的空間，創作面臨的實際問題是，作品要能有機會發表、出版、賣錢，這樣才能讓個人持續

進行自己的創作。再者，整個社會的閱讀型態和整體的經濟發展有關，在電腦資訊發達以後，

閱讀習慣已經改變，創作者必須找出有利的內容和發表形式，加強父母、老師及兒童們的接受

和喜愛。

臺灣圖畫書的創作環境，受到市場較小的影響，創作環境並不理想，劉宗銘認為即使有

熱情想擁抱兒童文學，這股熱情也最好能找到「續航的原料」，才有可能持續，比如有些人從

事教職，在穩定的經濟來源中創作；有些人做些實用的產品（如工藝、設計）來支持個人的創

作；或是在兒童文學出版界服務也能接近自己的理想；若能讓個人的圖書創作，有好的迴響，

並且能夠永續的創作，那就更美好了！

目前劉宗銘除了個人創作，也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教

授漫畫。

◆ 劉宗銘著作書目資料

‧稻草人卡卡　劉宗銘文　蔡思益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60

‧妹妹在哪裡　劉宗銘文、圖　書評書目出版社　64

‧妹妹的紅雨鞋　林煥彰文　劉宗銘圖　純文學出版社  65

‧爸爸的冒險　林鍾隆文　劉宗銘圖　同崢出版社  65

‧我是黑彩龍　劉宗銘文、圖　光啟出版社  66

‧飛向藍天　曾妙容文　劉宗銘圖　書評書目出版社  66

‧龍愛扮家家酒　徐紹林文　劉宗銘圖　漢京出版社  66

‧宇宙遊俠　蔣曉雲文　劉宗銘圖　王子出版社　69

‧小天鵝　楊真砂譯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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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臉的公雞　徐紹林文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機智的蟬　楊真砂譯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醜女變美女　許義宗改寫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叢林的少年　徐紹林改寫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世界珍聞　黃郁文文　劉宗銘圖　樹人出版社　70

‧畫圖指導　歡聲滿庭園　好童軍　宇宙特攻隊　萬能鳥比比　劉宗銘文、圖  樹人出版社　70

‧惟惟的故事　林世敏文　劉宗銘圖　慈恩出版社　71

‧遲疑的老鼠　 陳芳美文　劉宗銘圖　華鼎出版社　71

‧村女之歌　龔湘萍文　劉宗銘圖　華鼎出版社　71

‧最美的電影　陳芳美文　劉宗銘圖　成文出版社　71

‧快快慢慢　 傻猴看門　劉宗銘文、圖　聯經出版公司　71

‧洞洞洞不漏水　變變變避危險　生日快樂　四季飄香百花城　陳慶飛文　劉宗銘圖　聯經出版公司　71

‧快快慢慢愛比賽　快快慢慢動手做　快快慢慢大探險　快快慢慢猜朋友　快快慢慢大請客　劉宗銘文、

圖　聯經出版公司　71

‧大家一起來學漫畫　劉宗銘文、圖　海風出版社　73

‧語文遊戲  林武憲文　劉宗銘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3

‧妙朋友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3

‧兒童基礎英語　兒童英語歌謠集　兒童英語對話集　英文教材、劉宗銘圖　佳育出版社　73

‧地心歷險記　張寧靜文　劉宗銘圖　九歌出版社　74

‧愛護我們的地球　周奇勳文　劉宗銘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4

‧奇妙的舍利子　林世敏文　劉宗銘圖　慈恩出版社　74

‧K.K英標　英文教材，黃玉珮文　劉宗銘圖　佳育出版社  74

‧好朋友一起走　創意遊戲畫冊1、2冊　劉宗銘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74

‧飛碟來了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4

‧風箏　朱秀芳文　劉宗銘圖　九歌出版社　75

‧彩虹貓　劉宗銘文、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5

‧愛心傘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5

‧哈樂　妙兄弟　劉宗銘文、圖　聯經出版公司　76

‧奇奇歷險記　應平書文　 劉宗銘圖　 九歌出版社　76

‧創意遊戲畫冊.3　動動腦（幼兒中班）　動動腦（幼兒大班）　劉宗銘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76

‧認知剪貼.1　李碧雲等文　劉宗銘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6

‧林海音童話集（之一）　林海音文　劉宗銘圖　純文學出版社　76

‧創意發展畫冊1、2冊　創意開發畫冊1、2冊　幼兒教材文　劉宗銘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6

‧頑皮貓　大肚蛙遊記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6

‧小紅馬　何凡編譯　劉宗銘圖　純文學出版社　77

‧小壞蛋波波　夏烈編譯　劉宗銘圖  純文學出版社　77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8月號．15 

‧涼風山莊　琦君編譯　劉宗銘圖　純文學出版社　77

‧千心鳥　烏龜船　大風吹　蓋房子　劉宗銘文、圖　純文學出版社　78

‧創意開發畫冊.4　我愛小點點　釣上大東西　我有新玩具　我會畫房子　幼兒教材文　劉宗銘圖　親親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8

‧大樹　劉宗銘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79

‧一起吃早餐　陳芳美文　劉宗銘圖　光復書局　79

‧生日大餐　蘇振明文　劉宗銘圖　光復書局　80

‧當我們同在一起　蘇振明文　劉宗銘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0

‧英語小天地　吳秋絹文　劉宗銘圖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80

‧新農具　林良文　劉宗銘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0

‧怪盜亞森‧羅蘋　尤美松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神偷傳奇　虎牙　唐琮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奇巖城　8‧1‧3之謎　王蘭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雙屋案　唐琮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金字塔的秘密　廖明進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古堡疑案　郭麗麗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神秘的紅圈　葉俊傑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棺材島　郭姿秀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黃金三角　江慧君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玻璃瓶塞之謎　李曄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七個謎案　郭麗麗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寶石魔女　林淑玟改寫　劉宗銘圖　長鴻出版社　81

‧大肚蛙歷險記　劉宗銘文、圖　聯經出版公司　81

‧快樂森林　劉宗銘文、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1

‧快樂的假期　劉宗銘文、圖　正中書局　82

‧大個子的新禮物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2

‧妙偵探　快快妙事多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3

‧哈樂妙事多　劉宗銘文、圖　國語日報出版社　83

‧慢慢的新衣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3

‧小福和大牙　阿皮的夢想　劉宗銘文、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6

‧頑皮貓大牙1、2冊　妙搭檔　劉宗銘文、圖　青文出版社  86

‧歡樂朋友　迷糊偵探　劉宗銘文、圖　青文出版社  87

‧妹妹的紅雨鞋　林煥彰文  劉宗銘圖　富春文化公司  88

‧花生象日記　花生象遊記　畫VS話—看漫畫學語文　陳芳美文　劉宗銘圖　富春文化公司　88

‧飛上天　劉宗銘文、圖　教育部讀物資管會　88

‧倍頭力易記英文　楊武昌文　劉宗銘圖　源久企業公司　90

‧倍頭力易記英文11-20冊　楊武昌文　劉宗銘圖　源久企業公司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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