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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壯美的形象顯現

《雄獅堡最後的衛兵》

謝鴻文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臺灣本土圖畫書持續發展，面向區域歷

史文化的題材創作也愈來愈多。要從歷史提

煉出適當的題材，再加以虛構、趣味化，賦

予更濃厚的故事性以符合兒童閱讀之需求，李

如青先前的《那魯》、《勇12：戰鴿的故事》已做了

不錯的嘗試，不論文字故事或圖像都有令人驚豔之感。

2010年出版的《雄獅堡最後的衛兵》也不例外。不過，和前作略有不同之處在於《雄獅堡

最後的衛兵》已不是從歷史事件作為創作取徑，但視野焦點仍十分親切與本土，是李如青的故

鄉金門。

故事描述一隻流浪的小狼犬，被駐守雄獅堡的明仁排長收養，並將牠取名為「巧克力」。

巧克力長大後十分調皮，會跑到營舍附近的地瓜田裡作弄大黃牛。為了不讓巧克力繼續惹事生

非，軍營裡的弟兄們一致認為應該開始訓練巧克力成為軍犬，聰敏的巧克力很快學會許多技

巧，強悍、勇敢，漸漸成為夜間查哨的好幫手。但巧克力第一次立下的功績是在市場，明仁排

長上市場採買時，巧克力獨自看守貨物，奮勇擊退鄰近流浪狗對貨物的覬覦。又一次是在狂風

暴雨之夜，警覺的巧克力救起一艘載浮載沉的漁船和漁民。巧克力深受愛戴，可是隨著雄獅堡

撤兵，巧克力被迫轉送給一個肉販。終於有一天，巧克力趁著肉販不注意，拔腿跑回已是空蕩

蕩的雄獅堡，雖然昔日的弟兄們已離開，唯獨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守護著雄獅堡。

透過這樣的故事，我們再次見識狗的忠心與靈性，李如青的文筆簡潔有力的傳達出巧克力

的形象，加上細膩工筆般的畫像，從巧克力還是小狼犬用後腳搔頭的可愛，接受訓練時露牙咆

哮的威武，回到已無人駐守的雄獅堡一臉無奈哀傷⋯⋯每個模樣俱逼真活現。

為了表現這個主人翁，我們不妨再看看李如青繪圖的取景鏡頭，第二頁中巧克力在軍機場

奔跑被追捕，巧克力佔據了快二分之一畫面，直朝右下疾奔的視覺圖像頗有動態感。這個出場

又和第十頁中長大後，大鬧地瓜田被福來伯追趕的圖相呼應，此畫面中巧克力已經偏到右下，

奔跑的身體已經弓曲，從牠肌肉賁張感覺到牠的速度，彷彿已快要跑出畫面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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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十六頁中，飛奔的變成市場裡的流浪狗，急促湧向畫面中心的巧克力，巧克力後

腳站起，用前腳和惡狗搏鬥，牠張嘴嘶吼，不屈不撓的精神，對照身旁的節孝牌坊，巧克力的

表現也足堪紀念。有趣的是，這兩頁的圖畫中，所有人類的面目表情都是模糊的，由此更突顯

巧克力的重要性。

而第十九、二十頁巧克力跳入海中緊咬漁船繩索救難的畫面，令人不可逼視的磅礡氣勢，

有如擅畫海景的英國畫家威廉．泰納（J. M. William Turner）1807年的代表作〈商船遇難〉狂風暴

雨吞噬商船的驚駭場面重現。昔日泰納把大自然的暴怒，以及人們與天對抗的掙扎，用最激情

狂放的筆觸表現，使濃烈得化不開的悲劇氛圍籠罩；同樣的，李如青也畫出海的兇猛暴動，然

而漁民的顫慄或拚命逃生的身影都隱沒不見，視覺焦點依舊放在巧克力，畫牠泅泳在怒濤中，

緊緊咬住繩索，奮力要拉漁船上岸的英勇，最後成功救出受難漁民，不過牠也累得元氣大傷，

那被一名士兵抱在懷裡的英雄姿態，崇高壯美而教人動容！

另一個教人動容的畫面，是巧克力與所有軍營弟兄分離時。畫面下方只見人影，揮手的

姿勢中雖沒有表情顯現，卻可以深刻感受到離情依依的不捨與懷念。畫面上方，巧克力站直身

子，右前腳似在揮動，吐著舌頭的樣子瞬間好像又回到小時候，惹人疼惜。人與動物如此信賴

相護的關係，情感的流露完全超越語言，這個跨頁接近黑白的影像，既像一幀永恆的攝影照

片，亦像一部無聲的默片，緩緩流轉著對人事變化的喟嘆。

最後一頁巧克力獨坐在海

岸邊的碉堡之上，眺望著蒼茫的

暮色，整個海岸毫無人煙，一片

寂靜。巧克力的肅穆神情，似有

千言萬語想說，牠維持著衛兵般

雄赳赳挺立的姿態，一種高貴的

聖光透出，讀者對於萬物有靈、

眾生平等的肯定指數想必更提昇

了。這本圖畫書於此作收，意境

頗似北宋范仲淹的詞〈漁家傲〉

所描寫的：「塞下秋來風景異，

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蕭瑟秋色之中的邊境戍守，長

煙落日很引人愁懷生起。

欣見《雄獅堡最後的衛兵》這樣的圖畫書出現，相信李如青的創作長征之路會永不撤退，

他的慢工細活值得耐心等待。

‧恪盡職守的巧克力。（引自《雄獅堡最後的衛兵》）‧恪盡職守的巧克力。（引自《雄獅堡最最後的衛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