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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樂

關愛鄉土，以生活入畫

用圖話說故事的人之六

陳玉金 ◎ 兒童文學工作者

            

民國 91 年春天，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面臨解散，在小組擔任美術編輯工作 23 年

的劉伯樂，隨著小組的裁撤，在 50 歲那年，成了自由工作者，目前從事圖畫書創作、自然觀

察、野鳥攝影、繪圖以及自然文學寫作。由於長時間在編輯小組工作，他設計與編過的兒童讀

物，包含《中華兒童百科全書》、「中華兒童叢書」、《兒童的雜誌》等多種兒童書籍和雜

誌，一直為臺灣兒童讀物出版默默耕耘。美術科班出身的他，因為畫風獨特，也受到出版社邀

約擔任插圖工作，他創作的兒童圖畫書，在幾乎被翻譯市場佔領的臺灣童書圖畫書市場中，一

眼就可以被清楚辨認出「劉伯樂風格」以及畫作中無可取代的「臺灣味」，作品也不斷得到國

內各種獎項和國外插畫展的肯定。

◆	 童年生活與閱讀

民國 41 年，劉伯樂出生在南投埔里，父母是霧社農校的老師，一家人原本住在霧社，因為

考慮孩子的教育，全家從資源欠缺的霧社搬到臺中，接著又從臺中搬到南投中興新村。

鄉間的童年生活，在劉伯樂心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憶。除了學校生活之外，他對周遭的生

活環境也因為好奇而時時留意。記憶中鄉村生活中的瑣事，比方說農夫如何耕田、插秧？如何

使用農具？小鳥如何飛翔？蜥蜴如何捕捉知了？還有鐵匠怎樣打鐵？工人如何蓋房子？⋯⋯，

這些農村生活都深深的烙印在他腦海中，對日後他的文字、圖畫創作都有很深的影響，這些圖

像的記憶，成為他日後創作的最佳依據。

但童年也有不順遂的記憶，因為成績不佳，劉伯樂總是被歸類為「壞學生」，心中留下痛

苦的陰影，造成自卑和壓抑的情緒。長大後才意識到，其實自己並不壞，而以前所謂的「好學

生」也不見得很了不起。

在物資貧乏的童年生活裡，除了課本，能看到的課外讀物就是《漫畫大王》、《諸葛四

郎》之類的漫畫書，還有隨報附贈的《新生兒童》以及稍長後出刊的《王子》雜誌。但劉伯樂

認為學校的課本對他的影響比較大，因為被逼的一定得讀，當時讀過的課文或是選讀，至今依

然受用良多，寫文章的基礎還是那時候培養的。劉伯樂認為在學校所受的國語文學習，確實對

他影響很大。

與張愛玲齊名的四○年代女作家─梅　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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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業成績不是很理想，但在就讀高中時，劉伯樂有機會接觸一些文學作品，也扎實

的讀了一些書，中國古典文學像《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光是足本的

《水滸傳》他就看了不下十次。但這些中國古典文學經典作品，讓他讀了以後有點失望，總覺

得戲劇張力不夠，反應社會生活的力量不足。反倒是《鏡花緣》、《淮南子》、《上古中國神

話演義》、《拍案驚奇》⋯⋯等，這些稗官野史，怪力亂神的文學碎片讓他著迷。西洋文學作

品方面，劉伯樂比較喜歡《莎士比亞全集》和胡品清翻譯的《法國短篇小說》，至於《塊肉餘

生錄》、《美麗與哀愁》、《飄》、《小婦人》等，先有興趣，後來也不甚了了。啟發比較多

的是《法國短篇小說》中莫泊桑的作品。

除此之外，《泰戈爾全集》裡的 《新月集》和《漂鳥集》讓他對自然文學有了新的認識；

美國作家梭羅的《湖濱散記》也讓他對人生哲學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讓他

覺得好像繞了一大圈，最後終於回歸中國的「老莊思想」。有一陣子臺灣很流行「小說極短

篇」，讓他印象深刻。總之屬於非主流的、體制外的文學作品，比較能夠吸引他的注意。

◆	 學習繪畫的過程

劉伯樂從小對繪畫就有興趣，國小一年級，就讀於臺中的大同國小，後來轉到中興新村讀

國小二年級。有一次上美術課，老師發了一張紙、一盒蠟筆，紙上有一隻黑線條畫的小狗，讓

同學填色，這就是當時的美術課。老師選了幾個畫得比較好的作品放在教室前面的黑板上，劉

伯樂的畫作沒有被挑選到，後來班長看到他畫的狗很特別，就把畫拿到黑板展示，他因此受到

鼓勵，也對自己「會畫圖」留下第一個印象。

另一次是念小學時，校方選學生參加美術比賽，劉伯樂被叫到教師辦公室，當時辦公室都

是表情嚴肅的老師們，校長也在，大家盯著他看，讓他很緊張。畫畫的工具都準備好，他們要

他以紅色墨汁瓶做為畫作的主題。只是，劉伯樂認真的畫好了，卻沒有下文。後來他想，可能

是校長認為他畫得不夠好吧。

小時候，劉伯樂也喜歡模仿畫作，看過的漫畫都會照著畫，同學們看到就會說：「哇！

你畫的好像喔！」除了這些小事情，在高中以前幾乎沒有什麼機會接觸繪畫，連代表班上去參

加美術比賽也沒有機會。在南投中興中學唸書的時候，美術老師都不是科班出身。初二時，終

於有一位剛從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的美術老師。在放牛班同學中，根本沒有人對美術有興

趣，只有他特別喜歡這位老師，上課也很認真畫圖。他認為自己基礎的中國、西洋美術史概

念，還有基本的色彩學理論都是那時候學到的，至今他還能背出當時老師教的十二色環表和色

彩對比、互補的原理。

高中畢業後，劉伯樂本來想考物理科系的甲組，後來又轉到生物科系的丙組，最後終於改

念有美術科系的乙組。為了術科考試必須找老師學畫畫。他住的鄉下地方根本沒有美術班或是

補習班，幾個想考美術系的同學就湊合在一起，請當時中興高中的美術老師教導素描和水彩。

直到那時候，劉伯樂才知道美術系術科需要考的科目，後來終於考上了位在臺北的文化學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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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系（目前已改制為大學）。

劉伯樂認為自己在文化學院並沒有從老師那裡學到什麼，倒是系裡給學生很大自由空間，

在繪畫方法和想法上沒有任何拘束，有時候留在學校畫畫直到三更半夜，也不會有人干涉，無

拘無束的自由主義空間，正是潛移默化學習的最佳場所。更重要的是，那時候學校教畫的老師

都是很有名的畫家，像楊三郎、廖繼春、李梅樹這些畫家，他們的大師風範給學生帶來很好的

影響。還有，在學校同學之間互相競爭，拿理論來辯論，也算是一種學習。他在大學時期，還

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油畫大展，得到「特優獎」的榮譽。

◆	 美術編輯與插畫者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劉伯樂在臺北找工作，一開始是在建設公司的廣告部門工作，薪

水很高，但自己覺得並不適合，後來看到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在應徵美術編輯，於是參

加考試，結果只考上備取，只好繼續原來的工作。沒想到隔年（民國 68 年），他們還需要人

手，於是劉伯樂辭去建設公司的工作，開始了兒童讀物美術編輯的工作。

剛進到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劉伯樂主要的工作是擔任《中華兒童百科全書》的美編，

當時組內只有一位文字總編輯潘人木、美術編輯曹俊彥，龐大的百科編輯工作只有這點人力

當然是不夠的，所以才徵求新進人員，但一位還是不夠，最後又把兩位備取請來加入。劉伯

樂的工作內容很多，負責向插畫家約圖稿、攝影、尋資料、查證、編排、繪圖、校對、完稿

發廠送印、印刷時盯廠，甚至連原本是文字編輯負責的校對工作也要協助，而這些工作經常

因為編輯過程的變更而增加難度，常常因為需要更動，編好了又重編。當時沒有電腦排版工

具，一切都要靠手工設計編排版面，更增加了工作的繁瑣。但編輯百科全書，常常可以得到

新知識，更加激發劉伯樂對於自然科學的學習興趣，對他後來創作自然類的插畫也有幫助。

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在何政廣接任總編輯後工作項目更多了，劉伯樂不但繼續編輯《中華

兒童百科全書》，也開始另一項「中華兒童叢書」的美術編輯工作，民國 75 年新刊物《兒童

的雜誌》創刊時，他還擔任策畫和美術設計工作。因為工作項目增加，劉伯樂也有新作品，

早期「中華兒童叢書」規定編輯讀物小組的編輯，即使參與實際的創作，也不能用自己的名

字發表，因此當時劉伯樂為 3 本中華兒童叢書《地球是我家》、《森林王國》、《變變變躲

危險》畫插圖，就以太太陳莉莉的名字發表。在開放工作同仁可以用真名之後，才出現以本

名發表的作品。

在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擔任美術編輯時，劉伯樂也從事一些插畫工作。美術編輯的工作

十分繁瑣，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是工作就會變成壓力，當然就不喜歡。不過他也知道，這只

是心境調整的問題。興趣與工作是可以水乳交融互補長短的。何況如果自己能夠創作，畫、

寫、編輯都可以經手，只要把這些「工作」往「興趣」方向推移，插畫和美編就沒有喜不喜

歡的問題了。如果一定要作一個選擇，插畫和美術編輯比較起來，他比較喜歡插畫工作。

劉伯樂─關愛鄉土，以生活入畫劉伯樂─關愛鄉土，以生活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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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圖畫書的機緣

民國 83 年，因為信誼基金會的總編輯高明美找劉伯樂參與圖畫書的創作，把他創作圖畫書

的作品推到了高峰。當時圖畫書概念才剛剛引進臺灣，信誼基金會想要編一些本土畫家畫的圖

畫書，高總編找來一些插畫家參與創作，劉伯樂也是人選之一，雖然口頭答應，他卻沒有把握

能夠完成。一開始，先將故事內容鎖定為橫貫公路的故事，他喜歡「路是人走出來的」這種精

神，也覺得畫圖畫書一定要有一個精神標的。他想一座橫亙的大山，兩邊有人鑿洞開路，工程

險阻、困難重重，最後終於貫通起來，那一刻的感覺和喜悅，當做一本書的結局一定非常有意

義。雖然答應高總編，以這個主題進行圖畫書的創作，但劉伯樂卻一直都沒有進行，因為想歸

想，實際進行創作才發現難度很高，即使後來一再修改內容，也寫不好，最後只好改變主題。

為了把握這次圖畫書創作的機會，劉伯樂想起小時候聽到的故事，

他把聽來的故事裡的村莊，換成一個挖煤礦的村莊，再設計一位故事中

的靈魂人物──外地來的賣豆腐老太婆，使這個角色和環境背景產生衝

突，製造戲劇效果。經過數次修改，就這樣產生了《黑白村莊》這本圖

畫書的結構基礎。但在完成時，最早設計的賣豆腐老太婆角色，反而被

省略掉了。 

為了完成《黑白村莊》這本畫圖，劉伯樂花了很長的時間創作，但

完成的作品，仍覺得不滿意。不過這本書出版後得到很多獎項，信誼出

版社把四張插畫送到義大利波隆納插畫展，入圍後還在歐洲巡迴展出，在國內也得了很多獎。

從《黑白村莊》以後，劉伯樂開始覺得，自己寫的故事自己畫圖，可以減少許多圖文作者「磨

合」的問題。

圖畫書創作需要文與圖的配合，在和他人合作的過程中，難免會碰到意見相左的時候。對

劉伯樂來說，最大的問題是「自我」與「無我」的問題，也就是圖畫創作者究竟要完全以自己

的生活經驗來詮釋？還是要揣摩文字作者的心路？劉伯樂個人比較傾向文字、圖畫作者各自表

述，最後產生殊途同歸或甚至分道揚鑣效果。不過，多數文字作者當然都會不以為然。他認為

如果讓讀者以開放（圖畫書讀者）的角度來閱讀合作書，那麼「多元」的意義應該優於「吾道

一以貫之」的意義才對。一般而言，文字作品給了繪圖者以後，應該還有很大的創作空間，也

可以用討論的方式來進行。不過，以前大部分出版社並沒有給繪圖的畫家們這樣的機會。

◆	 累積創作靈感

    對於創作者來說，靈感是很重要的，但對劉伯樂來說，靈感不是突然來的，也不是像守

株待兔一樣，當一道白光出現時，就突然頓悟了。在他創作的圖畫書中，題材大都取自生活中

的事物，靈動的泉源都是平時曾經感動過的經驗，而且常常是不為人知的枝微末節。他認為感

動愈多，累積愈多，可用來創作的零件也愈多，而這些靈感平時存放在記憶的「垃圾筒」裡，

要用的時候「垃圾筒」就變成「百寶箱」。「垃圾筒」永遠裝不滿；「百寶箱」則永遠不敷

‧《黑白村莊》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96年11月號．13 

使用。

劉伯樂記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曾經被邀請到臺灣，他注意到電視上報導索忍尼辛

到各地都拿著筆記記錄，不論有誰說什麼他就寫下來。這點讓劉伯樂留下深刻的印象。開始從

事創作以後，他也覺得應該將「垃圾筒」具體化，於是常作筆記，將一些感想以文字、圖像方

式記錄在隨身攜帶的筆記簿上。

由於對自然事物觀察產生興趣，劉伯樂總覺得應該把自然科學觀察的數據做系統化的整

理，於是，筆記裡面，增加了許多固定項目，設定了時間、地點、行為、結果⋯⋯，以便日後

統計、分析、歸納。現在外出時他常常帶著相機，可以隨時做圖像紀錄。有了電腦以後，整理

工作也變得更有條理。

 因為有些作品的插畫，必須累積大量的野外經驗，劉伯樂休閒時喜歡爬山，也正因工作

需要，所以爬山雖是休閒，其實也是在野外工作。他喜歡拍攝野鳥，到野外拍照很辛苦，要躲

在偽裝掩體裡一整天，裡面既熱又不舒服，又不能出來，但這是心甘情願的工作，反而覺得很

自在。拍照的動機是為了要畫「野鳥生態畫」，也是為了增加自己「垃圾筒」中的內容。所以

當他在室內工作、畫畫一陣子覺得累了，就「藉口」出去拍照。他的著作中，內容很多是和臺

灣生態相關的題材，像《玉山：臺灣的標誌》、《濁水溪》、《搶救燕子窩》、《有鳥飛過》

等，都是屬於這類的創作。

◆	 獨特的人物造型與技法

在劉伯樂創作的圖畫書中，人物風格固定、個性鮮明，一看就知道是奠基於臺灣社會觀察

的眾生相，才會畫出這樣的造型。他還喜歡在角色的衣服，加上一些字樣，例如「福德宮」、

「靖安宮」等，富有臺灣地方色彩和鄉民特色。

關於獨特的繪畫風格，他說明是因為曾經看過一本書，書中一位美國黑人畫家用沾水筆畫

的圖畫書，人物造型很特別，也是劉伯樂喜歡的風格，線條很符合劉伯樂的方法，於是他模仿

畫家的筆觸、線條和造型，也模仿他使用套色的方式。雖然用沾水筆線條畫出來的人物造型他

都很喜歡，原先卻不認為會成為他的定型技法。後來有人笑他畫的人物造型都這麼難看，讓他

心生反叛的感覺：「偏偏我就是要這樣畫。」結果就變成他的招牌造型，也是始料未及的。其

實劉伯樂自己深知，堅持一種特定風格的人物造型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他創作上的絆腳石，

可是，不但揮不去，丟棄也很可惜。

劉伯樂也使用鉛筆加水彩，讓鉛筆線條較能揮灑自如，水彩顏色沈穩有層次深度。或許這

新用的媒材，不久之後也將會成為他繪圖技法上的夢魘。他比較常用彩色墨水來畫畫，以前也

嘗試過別的顏料，看看什麼樣的效果會比較好。一直用同樣的媒材顏料畫圖，好處就是容易掌

握，可以比較快完成交稿。壞處是習以為常後創意會減少。但即使是這樣，每次面對一張圖，

如果時間許可，他都想嘗試用不一樣的材料畫法。也可以說，畫每一本書的每一張圖，他幾乎

都是用「試試看」這樣的心情在創作。

劉伯樂─關愛鄉土，以生活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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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不同以往的畫圖媒材，是劉伯樂每次畫插畫時最先產生的念頭，也是痛苦的來源。想

要「嚐試」新材料，又怕技法不夠熟稔，畫到後來無可收拾。既不願意淪為技法的奴隸，又創

新無力。愈多嚐試愈多失敗，拖得愈久，交稿時間愈迫近，每次都必需天人交戰一番，然後身

心俱疲，最後不得不採用習慣常用的材料和技法。不過，他也覺得這樣的過程似乎是必然的，

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勞其筋骨，空乏其身」的過程吧！

自從成為自由創作者之後，劉伯樂這幾年經常利用時間在臺灣山間、村落攝影與紀錄，

也以畫筆作素描，將眼睛所見的「臺灣印象」作為創作的泉源，也鼓勵創作者，既然立足在臺

灣，要能掌握臺灣的田野語言，用臺灣的田野豐富自己，也豐富自己的創作。他認為臺灣創作

的圖畫書缺乏本土的東西，很多創作者的想法來自於西洋，歐美的傳統，但一些從生活經驗中

創作出來的故事則很欠缺，而掌握自臺灣生命底層的素材做出動人的作品，也是他目前不斷嘗

試努力的方向。

◆	 劉伯樂著作書目資料

1 地球是我家　朱蒂娜文　陳莉莉（劉伯樂 借名）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69.11

2 我愛ㄅㄆㄇ　林武憲文　劉伯樂圖　啟元出版社　70.8

3 森林王國　蔣愛麗文　陳莉莉（劉伯樂 借名）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0.6

4 變變變躲危險　謝武彰文　陳莉莉（劉伯樂 借名）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0.6

5 啟元兒童童話字典　陳傳億總編輯　劉伯樂圖　啟元出版社　71.10

6 長頸鹿的脖子　胡麗麗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1.11

7 小獵人　傅林統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2.4

8 春天的腳印　謝武彰文　劉伯樂圖　布穀出版社　72.6

9 醫生生病了 謝武彰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2.1

10 西頓的故事第一集　歐納斯‧湯姆遜‧西頓著　陳淑華譯　劉伯樂圖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3.4

11 西頓的故事第二集　歐納斯‧湯姆遜‧西頓著　陳淑華譯　劉伯樂圖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3.4

12 齒痕的秘密　朱秀芳文　劉伯樂圖　書評書目出版社　73.9

13 我們露營去　劉康明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3.7

14 兒歌第一集　王秋桂、趙林編輯　劉伯樂圖　版權／中華民國僑委會　印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海

華文庫） 　74.4

15 兒歌第二集　王秋桂、趙林編輯　劉伯樂圖　版權／中華民國僑委會　印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海

華文庫）　74.4

16 兒歌第四集　王秋桂、趙林編輯　劉伯樂圖　版權／中華民國僑委會　印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海

華文庫）　74.4

17 醫學童話　洪美惠主編　劉伯樂圖　書評書目出版社　74.10

18 先鋒九十九號　郁斐斐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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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竹和竹玩具　曹惠真文　劉伯樂圖、攝影、製作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4.12

20 順風耳的新香爐　李潼文　劉伯樂圖　書評書目出版社　75.4

21 撒哈拉之旅　張寧靜文　劉伯樂圖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75.2

22 請你猜　林武憲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5.12

23 斑馬王　楊永仕文　劉伯樂圖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5.5

24 飛禽詩篇　李魁賢文　劉伯樂圖　林琨祥攝影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76.12

25 神射手和琵琶鴨　李潼文　劉伯樂圖　國語日報社　76.7　二版

26 外星人日記　孫晴峰文　劉伯樂圖　國語日報社　77.6

27 歡唱在林野中　朱秀芳文　劉伯樂圖　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77.2

28 嘰嘰喳喳的早晨　林煥彰文　劉伯樂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7.8

29 球哪裡去了　蘇振明文　劉伯樂圖　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0.1

30 臺灣的囝仔歌 第一集　簡上仁文　劉伯樂圖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81.4

31 大個兒周銳寫童話　周銳文　劉伯樂圖　民生報社　81.4

32 捉鎖管　劉伯樂文、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1.6

33 燕心果　鄭清文文　劉伯樂圖　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82.2

34 怒氣收集袋　管家琪文　劉伯樂圖　民生報社　82.5

35 銀線星星：臺灣趣味童話選　桂文亞主編　劉伯樂等人繪　民生報　82.5

36 阿長伯的斗笠　劉伯樂文、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2.6

37 HAPPY BIRDS 嘰嘰喳喳的早晨　林煥彰文　劉伯樂圖 

      偉文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83

38 玉山：臺灣的標誌　劉伯樂攝影、圖、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3.6

39 黑白村莊　劉伯樂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83.3

40 濁水溪　劉伯樂、攝影、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4.6

41 躲在樹上的雨　張秋生文　劉伯樂圖　民生報社　84.9

42 半夜鬼推鬼　小白和小烏龜　謝武彰文　劉伯樂圖　佛光出版社　84.11

43 鬥魚　王元容文　張義文攝影　劉伯樂圖　親親自然雜誌社　85.5

44 鄉土小吃　林良文　劉伯樂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5.9

45 我砍了一棵山櫻花　劉伯樂文、圖　臺灣新學友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85.9

46 鳥兒啾啾　陳美玲文　陳加盛攝影　劉伯樂圖　親親自然雜誌社　85.10

47 是誰留下的痕跡　劉伯樂文、攝影　信誼基金出版社　86.3

48 八音的世界　林谷芳文　劉伯樂圖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86.6

49 摩登烏龍怪鎮　賴曉珍文　劉伯樂圖　民生報社　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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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和青少年談公共藝術　劉伯樂文、圖　策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出版／藝術家出版社　86.5

51 紅田嬰：臺語傳統兒歌集　張杏如總編輯　曹俊彥、徐素霞、

      劉伯樂、張哲銘、張振松、江彬如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87.4

52 火金姑：臺語傳統兒歌集　張杏如總編輯　曹俊彥、徐素霞、

       劉伯樂、張哲銘、張振松、劉鎮豪、江彬如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87.4

53 草鞋墩　劉伯樂文、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87.11

54 牽豬哥　馮輝岳文　劉伯樂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8.6

55 魔蛋　孫晴峰文　劉伯樂圖　民生報社　89.4

56 燕心果　鄭清文文　劉伯樂圖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4

57 小燕子和他的朋友　莊永泓、麥嫣寶文　陳加盛、劉伯樂、江山正片攝影 

       劉伯樂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89.6

58 大愛造新家　王文華文　劉伯樂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89.12

59 奉茶　劉伯樂文、圖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0.5

60 渡海去探險　王元容文　劉伯樂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1.8

61 殺麻雀　孫婉玲文　劉伯樂圖　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1.8

62 士林官邸追追追　劉伯樂文、攝影　楊麗玲圖　前衛出版社　91.12

63 搶救燕子窩　陳瑞璧文　劉伯樂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1.12

64 土地公　劉伯樂文、圖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1.12

65 我有一支鉛筆：鉛筆畫　劉伯樂著　典藏出版社　92.9

66 最後的地球人　劉伯樂封面繪圖　幼獅出版社　93.3

67 有鳥飛過　劉伯樂文、攝影　聯經出版社　93.5

68 神奇的種子　劉伯樂文、圖　信誼出版社　93.5

69 打開詩的翅膀　劉伯樂等繪圖　維京出版社　93.6

70 泥水師父　劉伯樂文、圖　和英出版社　93.12

71 天上飛來的魚　劉伯樂文、圖　東華出版社 95.12

72 山中的悄悄話　林鍾隆文　劉伯樂圖　信誼基金出版社　96.2

73 黑白村莊　劉伯樂文、圖　和英出版社　96.3

74 老房子說故事　陳莉莉（劉伯樂 借名）文、圖　金門縣文化局　96.12

75 臺灣野鳥生態繪畫　劉伯樂文、圖　藝術家出版社　96.10

76 寄自野地的明信片　劉伯樂文、圖　遠流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