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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在地文化；圖畫歷史記憶─《編織的幸福》與《會說故事的石頭》

由於外來文化的影響，加上視覺媒體的強勢傳播，不分男女老幼，沒有人不知道《小紅

帽》、《睡美人》、《灰姑娘》。現今許多成人與兒童共同的故事記憶大多以西方文化為主，

在這樣強大的外來文化影響之下，不免要反思我們生活與成長的這塊島嶼，應該也有需要傳遞

的共同記憶。「圖畫書」的主要讀者雖為兒童（成人寄託未來希望的對象），但也受到許多大

人的喜愛，因此不論是出版社或文化機構都選擇透過圖畫書來訴求鄉土與在地文化，編織臺灣

故事網絡，以建構屬於這片島嶼的生長記憶。

臺灣目前市面上以在地、鄉土文化為訴求的圖畫書為數不少，主要都是以書系的方式出

版，如1992年開始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編印的「田園之春叢書」，

此叢書以農業生產、生活及生態保育的功能為本，以農村及漁村的人文及鄉土文化為輔，邀集

國內相關農業專家及文藝作家、畫家合作企劃、編輯、撰寫及繪圖。於1992年編印完成10冊，

此後陸續出版，至今出版共計100冊。

2003年6月，遠流出版了一套「臺灣真少年」系列（共6本），由簡媜、吳念真、利格拉

樂．阿烏、孫大川、向陽、路寒袖執筆。

2003年7月，遠流出版社再出版兩套（各12冊）針對鄉土教育，以保存本土文化為訴求的圖

畫書，分別為「繪本臺灣風土民俗」與「繪本臺灣民間故事」系列。2004年4月，二書系名稱改

為「火金姑繪本系列」，更名為「火金姑」是取照亮並傳揚臺灣古早美好事物的意涵。「火金

姑風土民俗繪本」共12冊，以圖文並茂、現場報導的方式展現臺灣祭典、建築、工藝及戲曲；

「火金姑民間故事繪本」也有12冊，分原住民篇與漢族篇。

2006年12月，由文建會指導、國美館與東華書局共同合作出版一套名為《文化臺灣繪本》

的叢書，全套共10本，網羅國內兒童文學界老、中、青三代創作者合作，以呈現臺灣本土藝

術、文史、民俗及族群文化為主要範疇。

這些圖畫書描繪臺灣風俗民情，故事內容從各鄉鎮古蹟、民間傳說故事到特色人物，圖像

也呈現多元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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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的幸福》與《會說故事的石頭》是此類型圖畫書系裡新出爐的二本圖畫書，2007年

6月由青林出版社出版，文字作者為嚴淑女，繪者分別為鍾易真與林妙燕；而其中《編織的幸

福》甫獲得《繪本棒棒堂》年度最佳圖畫書推薦榮耀。

這二本書皆為「南瀛之美圖畫書系列」的書藉，此系列圖畫書亦可謂是在地文化圖畫書的

先驅。該書系是由臺南縣政府文化局策劃，青林出版社出版發行，自1998年12月第一本圖畫書

開始，至今仍持續出版與臺南縣有關的繪本，目前計有19冊，為《黑面琵鷺來作客》、《我家

在鹽水》、《關仔嶺好 》、《麻豆阿公種文旦》、《蜈蚣出巡》、《逛奇美博物館》、

《鹽山》、《希望的種子》、《12婆姐》、《甘蔗的滋味》、《曾文溪的故事》、《笭鴿上青

天》、《大家來逛魚市場》、《編織的幸福》、《會說故事的石頭》、《少年西拉雅》、《和

阿公去旅行》、《牛墟》、《烏山頭水庫》等。

《編織的幸福》取盧靖枝女士學習竹藝的經驗為

藍本，以臺南關廟為故事背景，透過女孩

「筱竹」從小接觸竹編的經驗，及側寫母

親日常對竹藝的投入與家族經營的竹編

事業，敘述傳統文化延續的困難及面對

的衝擊，並點出其希望與價值。詩般的

散文娓娓道來，搭配水彩與色鉛筆──柔

和帶點懷舊風的圖畫，編織出一則屬於傳

統竹編的文化故事。

主角命名為「筱竹」即緊扣故事主題，「筱」是小竹子的意思，「筱」字的部首也是

「竹」，主角名字音義都是一種隱喻，暗示主角一出生就與這個以竹編為生的村子產生無法分

割的關係。她在一個以竹編為生活重心與經濟來源的大家庭成長，在母親的身教及村族的影響

下，培養出她對竹編的愛好，以及面對大自然的謙卑之心。筱竹身處竹林時，圖畫中大多只描

繪筱竹一個人的畫面，在竹林中的筱竹彷彿能與竹子進行對話，也像是竹子的夥伴。

透過筱竹的生活記錄，透露傳統竹編飽受新興產業的威脅，正逐漸失去競爭力。村人的家

計，已無法靠傳統竹編工藝維持，許多人放棄竹藝，出外尋找新的謀生工作。但筱竹的家人對

傳統工藝的堅持影響了筱竹，竹編對她而言是一種熟悉的味道，是一種幸福的延續。

此故事的轉折點，是在某日的清晨，筱竹彷彿受到竹林「寂寞」的呼喚，跑向竹林，「竹

林寂寞的呼喚」是對傳統竹編工藝處境的描摹，受到招喚的筱竹，乘著山林的律動，將記憶中

的美好與情懷引入編織技巧，完成了一件美麗的藝術作品。

筱竹編織出述說自己生命的作品，像是達成自己名字所賦予的使命，而注入生命的藝術作

品可以感動人心。

雖然挽救傳統工藝，或是為傳統工藝尋找新生命，不必然如書中描繪得那般浪漫而戲劇

化，但是主角對竹編的堅持與情懷活化了整本書，預言了藝術將帶給尋求創新的傳統工藝希望

與遠景。

編織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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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在地文化；圖畫歷史記憶─《編織的幸福》與《會說故事的石頭》

《會說故事的石頭》以臺南左鎮為背景，化石

的知識為軸線，透過男孩的眼睛，及「化

石爺爺」對化石的解說，引領讀者進入

遠古的世界。

化石給人的印象是枯燥與冰冷的，但

透過故事巧妙的設計，配合一頁頁精緻的

圖像，使得冰冷的化石在男孩與爺爺的談話間生

動了起來，提醒著我們，光陰是如何淬鍊著我們所在的這塊土地。化石記錄著土地與生物的痕

跡，因為它們，現在與過去才有機會溝通交流，我們才有機會認識一個已經不存在的世界。

每一顆化石都承載了不同時代的故事，述說著自然與人文變換的記憶，說著化石故事的

「化石爺爺」也彷彿重覆著自己生命的故事。而他的願望就是希望左鎮可以成為大家聽化石說

故事的好地方。

這二本圖畫書都十分巧妙的將文化議題以生動的故事帶出來，用最自然而原始的傳達方

式，將愛鄉愛土的思想深植入讀者的心裡，不用說教，不用吶喊，這就是文學的妙用。

在地文化繪本出現，顯示臺灣這些年來對此議題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反映長久以來我們對

自身文化的缺乏思索。如果書寫與描繪我們生長之地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我們又何需特別強調

「鄉土教育」與「在地文化」為主要訴求的書藉呢？

創作者創作此類「目的性明顯」的作品時，由於功能先行，作品要講得夠清楚，說得夠明

白，技巧夠自然，對創作者都是一大考驗──如何將出版目的與功能性的訴求隱含在故事中，

端賴創作者的功力與堅持。

從另一角度來看，在長期缺乏自覺「屬於這塊島嶼的文化與生活」的情形下，有這麼多的

圖畫書正努力編織著這塊土地的文化風貌，是一件讓人歡欣鼓舞的事情。期待有更多這類書籍

出現，讓創作者將自己對在地文化的思量與探索深植在作品中，發表更多我們對土地與文化的

共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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