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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開讀 ‧ 享繪本書的真義：「繪本不簡單」系列講座

由在地合作社策劃，星月書房與國家圖書館合辦的「繪本不簡單」講座，邀請了國內多位

精通繪本的老師對談。在寒冷忙碌的一月裡製造了繪本話題，讓大家更瞭解繪本的美好。講座

的設計雖然個別與老師們接洽，但最後完成的順序與完整性，著實是國內近年來少數突破出版

社、出版品、各式繪本相關講座的精彩對話。內容從繪本裡的哲學、兒童權到繪本的閱讀推廣，

並解繪本裡圖像的秘密。採用對談的方式讓話題更廣，觀看的角度更大。

身為策劃《大人也喜歡的繪本》這套繪本的催生者，期待繪本經過更多大人的推廣，進入

每個人的生活，不再是小孩的專用。「繪本不簡單」的系列講座乃有感於《大人也喜歡的繪本》

出版後，熱烈迴響引起的話題延伸，主辦單位希望藉由系列對談講座讓大人更瞭解繪本是一生

不能錯過的閱讀選項。進而邀請老師們從書裡走出來對話，實現立體式的閱讀。立體式閱讀的

字面意思是「我們不是紙片人。」Oh No！是說「閱讀不是一件靜態的事」，除了讀、想之外，

要起而行；也許是散步、探索、研究、旅行，就是一種主動的好奇與執行力。即使讀與想已經

帶給閱讀者許多想像與知識，但閱讀後的探索、研究、討論，才是精髓所在。

這系列講座共分四場：

1月 9日，繪本裡的哲學　　主持人：賴嘉綾，對談者：楊茂秀、游珮芸

1月 16日，繪本裡的兒童權　主持人：黃哲斌，對談者：幸佳慧、諶淑婷

1月 23日，繪本的閱讀推廣　主持人：陳培瑜，對談者：林真美、張素椿

1月 30日，繪本的圖像秘密　主持人：黃惠玲，對談者：曹俊彥、鄭明進

第一場的對談者是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創辦人楊茂秀教授與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

長游珮芸教授。他們兩位應該是我所認識的教授中最平易近人的。本來想說可愛，但是以書評

者的業餘病，「可愛」這兩個字太籠統，不具專有意義，是一個不負責的用語。（果然聽了哲

學道理，開始會多一點思考）平易近人也不夠，其實認識他們的都知道，他們屬於有堅持的親

和。

我們的討論從是不是要放 ppt開始，游老師花了很多時間將楊老師要談的兩本書做成 pdf

檔，但是楊老師以 1.智慧財產權不該複製畫面；2.把書裡的影像放大在布幕上，所造成的失真

與不協調，不是詮釋繪本的人應該做的事。兩個理由已經足夠寫成論文了。這就是我們在一起

經常會發生的談話，經由思辨、邏輯，將事情合理處理。我在場時也被老師問起，我的回答關

於智慧財產權的部分：英美的書在版權頁明文規定任何複製都要詢問出版社；臺灣的繪本只有

圖畫書書評部落客│賴嘉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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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版權頁上寫著「有版權、勿翻印」這種說的清楚又說不清楚的陳述，很無所適從。

以我的例子，如果與懂哲理或是邏輯清晰的人對談，也會經常被認為沒有邏輯或是講不清

楚。老師提到「講得清楚講不清楚」的時候，我的心裡馬上跳出很多人選，但是沒想到他舉的

例子是我，我很自然的像平常那樣大笑！想必是我想的比說得快，當腦口不協調症狀發作時，

自以為已經說了，對方卻不明白；人家聽不清楚我的意思還以為我內斂含蓄，讓我誤以為對方

已經明瞭。就這樣循環⋯⋯

楊老師說要哲學家沈默的方式，就是問他「什麼是哲學？」，而我不小心就是這樣開場的。

楊老師經驗豐富，他提起了大家的注意，一陣笑聲後，選了幾本書來分享哲學思考：第一本是

《Not A Box》，是箱子、不是箱子的問題是排中律 A與非 A的邏輯結構。但是放心，繪本就

是這麼安全，即使不懂排中律，看著繪本也不會有事，絕對不會看不懂。讀者從閱讀中不知不

覺進入哲學思考，將自己與非自己的範疇變成整個世界。這個小小的「我的」加上「不是我的」

可以是家、是地球上的所有東西、也可以是整個宇宙，好用到包山包海。

而《愛思考的青蛙》裡，小青蛙沈默的原因是因為牠在思考。牠在思考蜆的臉、蚯蚓的腦、

天空在哪裡？很多小朋友真正需要的是安靜的時間，並不需要熱鬧，或是幼稚雜耍。他們需要

持續、安定的力量支持他們成長，面對這個混亂的世界。但是家長往往忘了這些，有時為讓孩

子靜音，有時為了功課趕上進度，有時為了配合工作時間，以為把孩子的時間填滿就是盡力教

養了。在許多繪本裡提示了奢侈的空間和時間給孩子，「想」是一件看不見的事，卻實實在在

進行，而且很重要。

游老師知道我非常喜歡《The Carrot Seed》這本書，所以也拿出來討論。我喜歡的原因是：

父母對孩子以平等尊重的語氣說話，而孩子的堅持是和緩固執的；看到孩子堅持到挖出好大的

紅蘿蔔時，讀者都會心微笑。繪本的成就在於將一本簡樸的書，用平緩的道理就可以推練到最

複雜的哲思。

楊老師另外提到一本關於存在意識的《The Bear That Wasn't》，這本書 1946年初版，寓

意在納粹時期失落自己的時代。後來經過德國繪本家約克米勒改寫，成為一本探討環境變化的

警世奇文。這隻熊在冬眠之後發現他身處於一個工廠內，不管是工作領班、還是主任、或是老

闆都將牠當做一個工人，而不是熊。說牠該修臉刮鬍子，還要穿上制服。有一天牠在工作時睡

著了（冬天又到了），被革職，才得以走出工廠。疲倦到進入一個旅店，櫃台的人說他們不租

房子給工人，更別提租給一隻熊。他才恍然自己應該是熊，回到熊的真正身份。走入森林，找

個洞穴冬眠。

人權始於兒童權，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就是「我們天生自由而且平等。我們一生下來就有

自由。我們都擁有自己的觀念和想法。我們應該被同等對待。」第二場的主題就放在兒童權，

對談者是繪本界人氣女王（她的身份多重，兒童文學的作者、研究者、推廣者、評論者）幸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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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兒童權的文字工作者諶淑婷，主持人為黃哲斌先生。

幸佳慧老師列舉臺灣的童書在 1980年代才開始提到環境、多元種族、動物類；2000年時

才放進性別、多元、跨性別；到 2011年才出現《希望小提琴》這樣用臺灣史實和孩子談論人權

的繪本。老師們為我們列舉兒童權利公約中重要事項並舉例。可惜目前的戰爭、童工、兒童兵

是現實狀況重賞了公約幾巴掌，奪利政府根本製造問題且無心關照兒童，是目前世界上最惡劣

的問題之一。

剛好座談當天是投票日，端看我們的法律規定二十歲才可以投票，但十八歲就要開始負法

律責任。對兒童的不信任行之多年。而大部分的大人還不習慣在孩子成長時期就賦予孩子責任

與擔當。父母極可能將孩子弱智化而不自覺。大家可能還記得小時候會到雜貨店幫忙買東西、

賣東西，現在極少這樣的例子在城市發生。是不是也是降低孩子智能、辦事能力的方法？

最精彩的互動是諶淑婷老師讓全部聽眾站起來做一個測試，用新北市為小二兒童（一般來

講，應該是八歲）是否為過動兒的評估方式。「你是否經常注意力不集中？」、「不等對方說

完即插嘴？」、「粗心大意？」、「坐不住？」、「易衝動？」、「經常忘東忘西」、「上課

看窗外」、「很難投入需要安靜進行的學習」、「經常表現沒有聆聽別人說話的樣子」、「無

法長時間專心工作或遊戲」、「經常扭動身體」⋯⋯我們應該都會啊！而且幾乎每一條都犯。

以上不具備五種才可以坐下，表示不是過動傾向。所以到最後，我們大概都只有二到三項沒有，

所以都站著，評估為過動兒。至於那些絕對不會有以上行為的孩子，我們是不是更要擔心？有

可能是智能不足？情商失調？反應遲鈍？看著兒童被弱智化、低體能化，那兒童權要怎麼實現

呢？雖然很多人寄望繪本有功能，正本清源的方式還是從政府政策、教育單位的觀念著手。

繪本之所以這麼盛行，一定要歸功於民間團體的熱情。二十多年前林真美老師開始的小大

讀書會，為後續的盛況奠下種籽。每一場「繪本不簡單」都看著老師們用生命與愛全力護衛繪

本，如此用心用力結集大家的力量讓繪本走進每一個人的生命中。

素椿老師一開始就緩緩地說當年先生拿了國家的獎學金出國深造時，太太是不能一起去的，

就像是個人質，必須留在國內。所以當先生第二次有機會出國又可以帶著家眷時，趕緊幫太太

小孩準備出國手續。她還是很猶豫，就這樣半推半就上飛機。到了美國德州，正是夏末，學校

即將開學。她到學校看環境，從鎖著的教室外面望進去，看到整齊的桌椅，上面擺著一疊疊的

書等開學。她心想：「我為什麼沒有早一點來？」。而孩子每天帶回家的書，她認為就是她想

要讀的書。從此之後，在圖書館裡讀繪本，從 A讀到 Z，從 Z再讀回 A，樂此不疲。

真美老師的繪本經驗從在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室走廊上的一排書櫃開始，在一個研究學問、

安靜的夜晚，她到走廊去動動筋骨，無意間抽了一本書。她說那是她生命裡的籤王！這之前她

從未認為繪本會與她有關，但這之後，她已經和繪本脫離不了關係了。回到臺灣之後，真美老

師開始親子讀書會，素椿老師在誠品臺大店也開了沒有宣傳的讀書會。這樣二十多年來，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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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為繪本閱讀奠下永固的基礎。

我最佩服老師們慷慨將書拿出來分享。我是一直鼓勵大家買書、買書、再買書，而且無法

把書借給別人的。就像買菜一樣，不能只用看的；要帶回家，想吃的時候就有得吃了。我的書

並不是多餘的錢買的，是和買菜一樣的生活必需花費。書和食物同時養成小孩、養成大人。我

一直希望在臺灣的朋友對書有這樣的熱情，我在臺中新手書店遇到許多這樣觀念買書的年輕人，

他們真的願意省吃儉用只為了多買一本書。書對人而言可以提供的不只是溫飽、是理想、夢想、

也是願景。我也一直鼓勵書店用一種做功德的心情去賣書，今天我們介紹書給讀者，是將夢想

與願景帶給讀者，價值遠高於定價的數字。而書店賺取的也只是微薄的陳列費用。如果有一天

某個城市、地區、國家沒有書店，我相信後果將會比沒有餐廳還要可怕。

當然，老師們有另一種悲懷的心願意分享，這是我覺得愛書人最高的境界。願意看到自己

最心愛的書被翻爛，還能喜樂。這我還要修練很久⋯⋯，目前我只能做到將我的資訊無私分享。

很多不同的繪本打動不同的心，在我們事前討論會議時，我才驚覺一位老師說的是繪本，另一

位老師說的是圖畫書；一位老師承傳了日本的家庭文庫精神，一位老師受了美國圖書館的洗禮。

而身為後輩的我們，有幸得到這樣豐富的滋養。臺灣的兒童文學還有德、法、英、美、日、義、

捷克、瑞士等多方豐富的資源，且因地域關係還有華人文化的承傳，一定會開創另一種格局。

而我們接下來可以更期待那些用繪本養大的孩子們。

是日重點：不要向老師要書單。繪本／圖畫書不是仙丹，讀一本治一症狀。享受繪本貴在

多讀、多想、多吸收。為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獨有書單，才是讀繪本／圖畫書的真義。老師認

為只要真心想做，閱讀沒有冤枉路；即使繞圈圈也是必經的過程。

當然，很多大人停滯在「這本書說些什麼？」的困境，所以對繪本有距離。「文以載道」

的迷思讓很多大人難用單純的心讀繪本。而孩子因為從圖像出發，與繪本一點距離也沒有，連

字看不懂也可以哇拉哇拉說故事。這時大人如果可以以孩子為師，那就更容易親近繪本了。最

後一場曹老師和鄭老師帶著我們解讀圖像秘密中，曹老師語不驚人不休的說了一件極大的秘密：

他不會畫畫！什麼？怎麼可能？他不會畫畫的話，誰才可以說自己是會畫畫的呢？

曹老師很客氣地說「因為不會畫，所以要畫很多次，這其實才是他畫裡的秘密。」根據我

對老師的瞭解：老師絕對是說反話的，老師很會畫，而且注意細節，即使是一張插圖，他都考

慮再三才讓作品出家門，丟掉的比交出去的多。這是一種敬業精神，一位藝術家努力維繫作品

的品質，不是時間到了，畫好就出門收稿費了。這裏有執著、創意、還有求好不認輸的精神。

但是他不直接鼓勵年輕人傳承這樣的精神，他語重心長地希望大家會發現這個秘密。這個

開場，充滿哲思，也充滿謙遜。如果他說他不會畫，那我們又算什麼呢？老師一邊讓以為自己

會畫的人反省，一邊鼓勵自認畫得不夠好的人也可以試試看。正如老師說的，他被這個問題困

擾了好多天。其實我猜想是因為老師要佈這個局，被困了好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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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說繪者可以畫得比文字多，其實繪本的畫還要比印出來的畫面大。所以身為繪本繪者，

可以為文字作者創作更大的想像空間和實據線索。當然也需要文字作者的雅量和編輯的魄力，

才不會造成踰越的不安。他引用了與林良老師合作的書，除了將偷牛的人被判「勞役」這個詞，

用犁田的畫面代表，也暗藏了偷牛的人因為繩索被發現，才知道牛是他殺的。在童書裡，Tomi 

Ungerer和 Jon Klasson都提過：不宜將血腥畫面放在裡面，但也不必包裝華美給孩子，好像什

麼事都沒發生。曹老師也表演了一段「大頭仔生厚生」的典故，溜了一段臺語。他巧妙地在圖

裡為大頭仔的人生添加畫面，加了孩子，孩子一路跟著大頭仔做生意，直到長大。又擔心大頭

仔是男生，怎麼會生兒子呢？所以前面加了大頭仔與一位姑娘彼此喜歡，成了親（這裏提到感

情必須兩廂意願，不能一廂情願）。這本書成了主持人黃惠玲老師認為曹老師著作裡最浪漫的

故事。老師的推薦書是《逛了一圈》（Round Trip） by Ann Jonas

另一方面，鄭老師也因為收到主持人準備的題目，而翻箱倒櫃出好多絕版好書。他教

大家書「要仔細看、慢慢看、找找看，不要隨便看！」，他找出很久沒看卻謹記在心的《In 

Granny's Garden》 by Sarah Harrison & Mike Milks，現場使用實物投影機和電腦互相切換，我

們可以看到檔案也可以看到實物投影。曹老師擔任了鄭老師的最佳助手，將這本書配合鄭老師

的解說，翻給大家看。不管是局部還是整個畫面，都暗藏了許多細節帶讀者慢慢讀取。讀者讀

的是畫面、是經驗，不是急就章的文字。

鄭老師也貼心準備了好多繪本精彩的頁面貼在牆上讓大家在會後欣賞，他因為擔任出版社

的顧問，七度到波隆納參加書展，在早期的臺灣是絕無僅有的。他的美術專業、與國外繪本家

互動的經驗、和敏銳的觀察與應用，引導臺灣繪本將近五十年。最後他分享了一本日本的長頁

書和一本 Elisa Kleven的《The City by the Bay》來鼓勵創作者畫出自己的作品、發揚自己的城

市，不會被電腦取代的書。也為本年度入選波隆納插畫獎的七位臺灣繪者開心，因為臺灣的繪

者可以創造更寬廣的圖像世界。

這系列的講座確實讓大家聽了之後需要思考、沈澱、再研究，繪本的確奧妙、深廣，讓大

家餘味無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