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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國內兒童圖畫書的觀察

從《四個願望》談起

許麗玉 ◎文字工作者 

◆ 緣　起

最近常去旁聽有關繪本的課，發現對兒童圖畫書（繪本）有興趣的年輕人不少，常座無虛

席，令人欣慰。然而聽到授課老師提及，在國內繪本市場中，由歐美及日本等地引進的約佔八

成，不禁又是令人憂心。這種現象多年不變，似乎成了沈痾。偶然間拜讀了《四個願望》這本

圖畫書，想學學主人翁阿鈞的探究精神，再深入觀察一些臺灣繪本界的現象，冀圖找尋問題的

根源，聊表愛護及關心本土童書的一片摯誠。

◆ 圖畫書中的內容觀察

兒童繪本畢竟和成人看的書不同，更有異於教科書。它結合了文字和圖像。文字內容方

面，涵蓋面包羅萬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從心理、生活、人文、藝術到自然科學等領域均

可入書。圖像方面，則天馬行空似的，所用的媒材和表現手法不拘，但憑創作者個人選擇。然

而，不可否認的，一本可讀性高的圖畫書其實需要具備一些「異中有同」的共同元素。就內

容而言，《四個願望》的故事情節算是完整。在常見的32頁篇幅中，它以累進方式鋪陳故事情

節。由主人翁阿鈞心中的疑問開始，進行一段類似訪仙求道的探險旅程。情節四平八穩地開展

下去。最終，阿鈞和其他角色的「四個願望」都獲得了滿足，解決了他們的問題。整體而言，

有一氣呵成的連貫性。結構上，該書是符合了繪本的基本要求。至於文字所要表達或傳遞的訊

息，例如人生價值、人際互動，和婚姻態度等人生重要課題，是否照單全收，直接灌輸給兒

童，或者只當是提供親子討論的素材，則是家長選書時可以先思考的面向。

曾經有媒體報導過某個特殊的家庭。這個家庭訂立一套規距，孩子幫忙做家事或提供任

何服務都可向父母索取象徵報酬的貼紙。反之，孩子衣食住行之生活所需和教育費用等等，都

有標上價格，需要給父母等值的貼紙。在如此家庭中，任何事物都有價格，都要經過交換。這

樣教養下的孩子，將來是否同樣以身高體重、財產多寡或薪水高低等數值衡量一個人的價值，

而且凡事都有「好心必有好報」的預期心理，甚至期待或需索；在人格特質與人際關係上將發

展出什麼問題，是值得後續觀察的。最近登上媒體的社區貨幣問題，似乎也有類似意涵。中國

科舉制度下的傳統士大夫觀念「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深植人心，至今仍在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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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響著華人的價值觀。富貴和美眷成為大多數人唯一想欲的至高目標。除此而外，人生彷彿

沒有其他選擇或可能，更遑論理想。國外經典童書中「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之類耳熟的

「happy ending」，不知出於何種心態，則常令人發笑。該書若能不同於部分繪本，跳出僵化框

架，發揮創思，並深化心理層面的細節，相信會更形出色。

◆ 圖畫書中的圖像觀察

童書難免有寓教功能，只是表現之形式各人有異。除了文字的表意功能可教導孩子樂觀進

取的人生觀與良善的人格品德，圖畫同樣可具有培養藝術美感的表意功用。傑出藝術家龐均說

過：「藝術的三個基本元素是線條、造形和色彩。」在講到人體繪畫時，他曾表示過，畫人物

不一定要和實體相同，畫得像照片一樣，皮膚光滑有致，只有肉感，但一定要有美感。《四個

願望》採用東方形式的工筆淡彩畫法。由畫面的雲朵、浪花和花草樹林中，處處可見作者的細

膩和用心。用色淡雅，並不譁眾取寵，屬於耐看型，但不知是否能契合兒童愛看高彩度顏色的

心理。至於人物造型，可以看出作者刻意營造兒童繪畫的趣味與親和感。時下作者不論是否美

術科班出身，經常愛故意以兒童筆觸和畫法製造趣味，就像圖畫書作者賴馬說的：「總是要在

這樣勞心勞力的創作和繪圖裡找到趣味，也要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裡，發現趣味。」即如社會

系背景的童嘉女士，同樣也以兒童式畫法呈現主題。儘管如此，他們的線條、造型和色彩都不

至於有難看或怪怪的感覺。童書中的圖畫除了有插畫的裝飾或附屬功能，較理想的應該是還兼

有說更多故事的表意能力，讓讀者自書中的圖像展伸出更多層次的想像空間。同樣是以十二生

肖的故事為主題，筆者比較過賴馬和其他作者的作品。賴馬重視畫中有話，兼有華人欠缺的幽

默感。「詩起於喜悅，終於智慧」，對圖畫書而言，應該也可以如此期許。

◆ 童書界的惡性循環

進入書店的童書區逛一圈，觸目所見都是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繪本。本土創作像小媳

婦一樣，零零散散地淹沒在書海之內，少得可憐而且很難發現。（書店是否可以為本土創作設

立單獨的一櫃，提高它們的能見度？）如此劣勢存在已久，其根本原因，出版人和作者並非不

清楚，只是欲振無力。創作本來就是一條艱辛而漫長的崎嶇小徑。一位負責任的創作者，由靈

感的偶發到實際付諸行動，乃至於完成一部自己還算滿意的作品，通常動輒數月，甚至數年之

久。在此期間，要忍受身心日夜煎熬和疲憊。有養家活口需要的人，除非有些積蓄而且有破釜

沈舟的決心，否則誰敢貿然以創作童書為職業。不少本土作者的心路歷程雷同，他們大多先參

加像信誼基金會或國語日報等機構所辦的獎項比賽。如果有幸在眾多角逐者中脫穎而出，獲得

大獎，或者引起注意，進而獲得出版社的青睞，付梓面世，他們才開始有些自信，逐漸願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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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為收入唯一來源。然而這類獎項不多，有時很久才辦一次，甚或停辦。若想靠比賽投石問

路，機會渺茫，更何況基於市場和生存，業者不太敢啟用新人。臺灣本土市場本來就有限，加

上少子化現象，以及國外的激烈競爭，售價不斷向下壓低。家長仍然視書店，尤其像誠品這類

提供舒適閱讀環境的地方為公共圖書館，帶著孩子講完故事，掉頭就走。有些出版社常把新書

用收縮膜封住。如此做法一刀兩刃，不會買書的家長照舊不願買，而想為孩子挑書的卻無從挑

起，也許索性不買或挑別家的。有業績壓力的業者大概很左右為難。銷量不夠多，就創作者的

投資報酬率而言，似難以吸引優秀人才投入。惡性循環之下，臺灣的本土繪本界何時可以看見

陽光？

從事版權交易的工作人員最清楚。他們很有眼光挑揀出好書引入國內；反向而行，若想

由國內創作中挑選有力作品推介給老外，卻力不從心。能在國際間揚眉吐氣的本土創作寥寥可

數。年輕而又有創作熱情的人，人生閱歷和體悟畢竟有限。在現實環境中，不論靠出外旅行或

觀摩外國優良作品，以增廣見聞，開拓國際視野，或者深化人文內涵，都可能礙難重重。有心

此道的人也許需要先慢下腳步，把說故事的能耐和寫作技巧或藝術功力練就紮實一些，火候夠

了才動筆。其實，會寫的人不見得能畫；反之，會畫的人不一定會寫，不必勉強圖文集於一

身。儘管如此方式可以省掉一些溝通和找人的麻煩，也可以增加收入，卻不易出現精彩可期的

作品。作者的底子若不夠深厚，就急忙出書，不但得不到關注，可能還會陷入搜盡枯腸，無以

為繼的困境。

◆ 結　語

最近政府力推未來重點產業，其中包括文化創意、節能減碳、綠能和觀光休閒等領域。有

興趣的作者也許可運用這些當下重要課題，做為創作素材。小題可以大作，大題也可以小作，

端看個人創意。惰性扼殺創造力。過度倚賴古人牙慧，掉入說教或迎合偏重知識傳遞的社會風

氣之窠臼，將使本土創作呆滯，荒漠一片。政府應該積極推出獎勵措施，鼓勵或輔助業者發掘

培育新秀。各界多舉辦活動，帶動繪本創作風潮，吸納更多優秀創作人才。美國認知心理學家

蘇珊恩傑（Susan Engel）說：「我們所說的故事，和我們所聽過的故事，會決定我們是甚麼樣的

人。」欲厚植國力，除了科技，國人的素質同樣重要。兒童基礎教育的品質影響深遠。

四個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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