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創作處方
Illustration Creation

壹、緒論

　　Besty Hearne（1981）在《Choosing Books 

for children》裡的一段話（郭恩惠，1911，引自

Jalongo，1988）：

今日的兒童將是明日閱讀的成人。

如果今日的成人不關心孩子的想像力和他們的

書，

如果他們不注意兩者間強烈的關連，

孩子將來也不會這樣做。

今日的成人將失去歡樂的黃金期，

明日的成人也可能失去對文學及學習的熱情。

　　兒童讀物在20世紀即已普遍受到社會的重

視，相關出版物質量與日俱增。有許多心理學家

及教育家，例如弗洛伊德及皮亞傑，開始對兒童

認知與心理發展進行科學性的研究。「兒童圖畫

書」則是發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種兒童讀物。

本文探討拼貼法與兒童圖畫書的關連，以期提供

兒童圖畫書繪者有一創作前的發想參考，並透過

實際使用拼貼法加以電腦數位技術，創作了兒童

圖畫書 —《我很開心》。

一、拼貼法之起源

　　拼貼法的基本構想即為「使不相關之事物及

形象產生關連」（小須田領，2004，引自Eddie 

Wolfram，1994）。在現代藝術之前，《藝術評

論》雜誌的專任評論家伊迪．沃爾夫朗（Eddie 

Wolfram, 1994）曾提出最初人們在作畫時，將隨

意撿拾之零碎片段的舊東西組合在一起的構想是

很單純的，它或許可以激發想像而揭開一些隱而

不顯的關連，或許為使一段文章或故事加添圖

解，這些都包含在人類希望更加豐富和被傳述的

原始創作衝動中。遠溯至原始部落將極平常的東

西同置於圖騰上而產生神奇力量的傳說，以及17

世紀初在德國，羊皮紙上的刮擦銀創造了動物及

魔幻堡壘的形象，這兩者間是有共同基礎的。

　　應用剪紙或類似的材料，在10世紀時，拼貼

技法已為日本人普遍使用（陳淑華，1996，引自

Dictionnuire le la peinture, sow la direction de Michel 

Laclotte et Jean-Pierre Cuzin arouse, Paris, 1987, p. 

165）。13世紀時波斯工藝家在皮革書中刻下巧妙

的意象。然而，至15世紀，這種技藝因紙書的盛

行而失色。16世紀中葉，裝飾的剪紙藝術由波斯

西傳土耳其伊斯坦堡附近，出現許多以此技藝享

譽盛名的工藝家，知名的如1612年紐倫堡貴族漢

斯．艾伯哈．波德（Hans Eberhard Pfaudt）的家族

紀錄中有著精簡的狩獵鳥鹿圖案貼於黑絲緞上。

在17世紀中，這種技藝逐漸成為高尚家庭中優雅

淑女的消遣。

　　但是用其他材料或來自其他文化中特別著名

的作品，則是早在16世紀由新大陸的探險者自墨

西哥帶回的羽毛作品。裝飾著奇異鳥類羽毛的盔

甲及袍子成為時髦的藝品店古董。以美麗蝴蝶翅

膀做成的拼貼作品首先記載於歐洲18世紀，這些

作品多數由修道院中的修女所做，主題也常是宗

教性的。

　　紙拼貼的典型例子是小型、虔誠的圖像，以

祈禱書的書籤形式出現於17及18世紀德國南方及

其他國家。就像蝴蝶翅膀的拼貼畫一樣，這些作

品也常是修女們的手工，他們以愛心及關懷製作

其細節，從羊皮紙上刻下精細的蕾絲花紋，再貼

於精描細繪的聖像周圍。（圖1）

　　在現代藝術之中，拼貼已是一種正式的藝術

形式，它首先在「立體派」（Cubism）藝術家的

作品中透露出一線生機，可以說「現代拼貼源自

立體派的繪畫之中」（Eddie Wolfram,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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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第一本中國圖畫書是由張居正為宋神宗所

編纂的兒童教科書 —《歷代帝鑑圖說》（約在西

元13世紀時）。由於張居正提倡早期教育，為增

加孩童的學習動機，他從兒童心理學觀點出發，

強調教材直觀性、故事性及趣味性的重要，並寓

理於故事中。不過，真正為兒童而設計的圖畫書

還是要等到民國時期才出現。

三、兒童圖畫書之定義

　　圖畫書包括無字圖畫書及圖畫故事書。有

些人則將圖畫書區分成無字圖畫書、一般性的

圖畫書及圖畫故事書（Glazer, 1991；葉詠琍，

1989）。曹俊彥說：「圖畫故事」顧名思義，

便是以圖像語言說故事、以圖像語言寫故事，

或以圖像和文字共同演出的故事（林良，1995，

p. 87）。而目前通稱的繪本，圖文巧妙組合，兩

者交相作用加深故事主題的藝術感染力。綜合上

述，大致瞭解圖畫書即是內容編排上圖畫、文字

皆重要，且適合兒童閱讀的書籍，具有「畫中有

話」且「話中有畫」的功能。

圖3　畢卡索　有藤椅的靜物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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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主義是現代藝術中最重要的運動，受到

法國印象畫派的大師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 

1839 -1906）的影響，1907年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完成了「亞維儂姑娘」（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在這革命性的藝術傑作

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空間的處理，畢卡索和塞尚

一樣，不再依賴傳統的單點透視並創造一個新的

三度空間系統。（圖2）

　　立體主義是一個全新的繪畫和雕塑運動，

主張對象的理性解析和表現，在1908年展開，在

1908到1909年，基本是畢卡索和勃拉克（Georges 

Braque, 1882-1963）兩人的活動。二人經過各種實

驗之後，終於發明藝術史上十分重要的新技術 — 

拼貼（Collage）與紙拼貼（Papier Collé）。所謂

紙拼貼（Papier Collé）的定義即是『將報紙、壁

紙、樂譜等生活上的紙張切割後以構成作品的部

分黏貼，即是現實的導入與虛擬空間的對比』。

畢卡索發明「以導入現實的物件表現現實本身」

的方法，於1912年5月，畢卡索完成了第一件拼貼

作品「有籐椅的靜物」。（圖3）

　　1912年9月勃拉克終於創造他的第一件紙拼

貼作品「有水果盤和杯子的靜物」，在其作品中

勃拉克使用三種壁紙黏貼在畫布上，在紙上加以

素描，這些著彩後的壁紙具有表現對象資訊的效

果。（圖4）

二、兒童圖畫書之起源與發展

　　第一本為兒童做的圖畫書於1658年出版，作

者為捷克教育家康門紐斯（John Amos Comenius, 

1592 -1670），書名為《圖畫世界》（Orbus 

Picture，即Visible Word），用拉丁文和德文寫

成，這本書以繪圖的方式為孩子介紹日常生活的

事物。

’

圖1　17-18世紀紙拼貼一例 圖2　畢卡索　亞維儂姑娘　1907 圖4　  勃拉克　有水果盤和杯子的
靜物　1902











86

創作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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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絕對       

   不吃番茄》

 簡單的。

對話的。

趣味性的。

 配合畫面語

氣不同而有

變化。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 福隆和妙賽德》

簡單的。

敘事的。

 

置於空白頁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克拉拉的寶藏》

 

散文詩般的。

 

置於空白頁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2.3 動物園》

 

  

  無文字。

 《小魚散步》

 

旁觀者敘事的。

自問自答的。

內容穿插於圖畫

中。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書名

與文字的關係

  文字風格

  

圖文配置：

圖像創作前有考慮文字

的編排？

   圖文意涵：

畫面使用技法上配合文

字主題？

  顏色上配合文字主題？

顏色上是否和故事內容

行徑節奏搭配？

  肌理上配合文字主題？

肌理上配合文字敘述方

式？

 畫面線條上配合文字主

題？

畫面線條配合文字敘述？

 《煙霧迷漫的

    夜晚》

 第一人稱敘事。

抒情複雜的。

  

配合畫面自成

構圖。

是

是

是

是

否

(形成強烈對比)

是

否

(形成強烈對比)

五、作品比較

　　以下分為二部分比較：視覺表現與文字關係。以期能找出共通之元素。

 使用技法

攝影圖片。

手繪圖像。

拼貼。

粗纖維棉紙。

暈染。

撕貼。

畫線。

單版印刷。

紙張拼貼。

半透明抽象色紙。

剪黏拼貼。

重疊。

實物拼貼。

壓克力顏料厚塗。

紙類拼貼。

線畫。

 肌理

豐富。

多平面質感。

特別的。

較同質的。

筆觸性的。

筆觸性的。

重疊的。

豐富卻較平面的。

豐富的。

實物肌理的。

顏料厚塗的。

平面的。

紙的質感。

筆觸的。

顏色

面積對比強。

隨性。

多粉藍、粉綠

和粉紅。

色相少。

多黃、橙色調。

點綴對比色。

多統調加以些

許對比色。

極多色彩。

暗的寒色系漸

轉為鮮明暖色

系。

中間色調。

黑、白。

色相極少。

線條

輕鬆的筆調。

黑邊。

僅人物。

黑色細線。

僅主角輪廓。

有水墨暈趣味。

拼貼雜誌中細線。

黑色墨跡。

無邊框。

色紙上筆觸乾擦

的。

勾邊。

強烈粗黑的。

幾何及撕裂的。

乾燥的。

精細的。

   整體視覺印象

色塊與構圖上充滿強

烈對比，畫面卻有一

種輕鬆、愉快的幽默

感受。

柔和而溫暖，拼貼所

產生之重疊、層次帶

出朦朧夢幻般的視覺

效果。

構圖及豐富的媒材使

用產生「詩意」般的

感受。

白色畫面上極簡單造

型，然而筆觸和豐富

的色彩，使畫面感覺

絢爛、豐富，十分熱

鬧。

強烈鮮豔色彩及拼貼

上的運用搭配，視覺

印象十分鮮明強烈。

極強烈的後現代感。

回憶的。

古老的寧靜下午中和

諧、素雅氛圍。

                          視覺表現

書名

  《我絕對絕對不吃番茄》

《福隆和妙賽德》

《克拉拉的寶藏》

《1.2.3 動物園》

《煙霧迷漫的夜晚》

《小魚散步》



　　根據以上比較，可以看出在作品背景上：圖文

創作多為同一創作者、探討主題貼近生活本身且主

題多來自創作者自身體驗。在視覺表現上：畫面肌

理、質感都十分豐富外，畫面之視覺表現呈現多樣

化面貌。而與文字關係部分：內文多簡潔、詩意，

圖多與文字有呼應相關，圖文相輔相成，且內文位

置多配合畫面有所變化。由於「現在已經進入電腦

數位影像時代，美術史中所出現過的所有技法，能

夠在電腦螢幕裡重新模擬，以技法或材料等物質上

層面的分類法逐漸失去意義，以後該重視的是作品

的概念、內容以及特性。」（小須田領，2004）所

以畫面皆呈現出只能大致歸類為「類拼貼」或「類

蒙太奇」般混合媒材、混合概念的作品，這些面向

對於創作時發想，具有參照的價值。

肆、創作表現說明與討論

　　現在社會中充斥的是一種「浮士德」（Faust）

的概念，一種自我擴張的欲求，對人類進步的信

賴。但自我擴張往往意味著喪失他者，進步則帶來

對歷史的忘卻。社會潮流漸漸的引導、鼓勵父母親

不要對孩子「說教」，以免阻礙了孩子的「適性發

展」。然而研究者卻覺得現在的兒童不太懂得什麼

是「感恩」、什麼是「團隊合作」、什麼是「付

出」，因此更不能懂得什麼是「真正的開心」，以

及什麼是「愛」了。研究者對於此點一直懷著隱

憂，若要直接跟孩子好好的談道德教育，恐怕也是

不適切的，為此，若以圖畫書為引介，似乎是傳達

這樣的概念給孩子的柔性方式。

　　對拼貼法與兒童圖畫書的探究，瞭解拼貼法概

念中「關注真實」以及「詩意」，亦認識了拼貼法

應用於兒童圖畫書創作時，可供參考之共通元素，

以此加上對於當今兒童道德教育憂心的看見和想

法，嘗試使用拼貼手法創作兒童圖畫書 —《我很開

心》。

一、文字部分

　　文字部分以三句「我很開心」為一循環，形容

我很開心是如何的樣貌。

《我很開心》

我很開心，我很開心，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像荷包蛋金黃色的蛋黃。熱呼呼，

暖洋洋。

我很開心，我很開心，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像通泉草淺紫色的小花。隨風搖，

喜洋洋。

我很開心，我很開心，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像大象揚起鼻子彎彎的弧度。灑灑

水，懶洋洋。

　　只用簡潔的文句「我很開心」和圖畫作相互的

照應。以當頁的圖畫畫出之所以開心的情景讓孩子

閱讀，瞭解「我為何開心」，並且進一步透過閱讀

去思考「那樣做真的開心嗎？」。而簡潔的文字使

用，乃應用拼貼法創作兒童圖畫書圖像時適合的文

字表現手法。

二、圖像部分

　　至於圖像的傳達上，則以一種循序漸進的方

式，傳達出最終要傳達的想法「我們感到開心，是

因為我們付出愛，而我們的付出來自於我們首先的

接受」

　　圖像思考上也以文字的段落為段落，呈現開心

的感受形成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接受別人的給

予和愛而感到開心（得到禮物、媽媽的愛、爺爺

唸的故事），第二階段是從自我的滿足中感到開心

（畫畫、散步、觀察大自然的奇妙），第三階段則

是為人付出時，所感受到的開心（突然來的陣雨為

別人撐傘、讓位給老先生、扶盲人過馬路）。

三、創作手法

　　首先針對以上發想的故事概念，繪製草圖，考

慮故事行進的感覺。另就草圖調整文字與圖像的關

係。反覆此一動作，經過刪改得出最終版本的草

圖。

　　將現實的材質及手繪草圖掃瞄，使其在電腦中

成為一材質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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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湘 個人創作

個人創作過程（一） 草圖發想與繪製

88

材質透過電腦技術的分割、圖層透明度等，產生拼貼法之效果。

個人創作過程（二） 以painter軟體上色 個人創作過程（三） 反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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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感想

　　在創作手法上，使用以「現實材質」為主要

「導入」畫面的拼貼方式，欲使兒童在閱讀作品

時，能產生對現實生活的連結。至於畫面上不採取

強烈的異質對比是避免圖畫書所要傳達的故事性主

題被太強烈複雜化而失焦了。

　　在1914年，拼貼法已在藝術中成為有前途的孩

子時，這社會中，對以工業為基礎之社會結構造成

的整體牽連，卻尚未產生任何生態上的良知。時至

今日，當政府以條文規定著家家戶戶的各類回收、

店家的禁用塑膠袋。節約能源、資源再生的概念如

此蓬勃的時刻，研究者認為創作時將所需要的肌

理、材質，藉由掃瞄等直接進入電腦裡，再以電腦

軟體進行拼貼，無非不是一種拼貼法的時代新生，

如此一來不僅可以將那虛擬的材質一用再用，也恰

恰呼應20世紀初拼貼法在「生態良知」上所可能影

響到的一點點火花。

　　「我一直在自身之外尋找靈感，現在終於發

現，並非世界為你預備什麼，而是你能為它帶來

什麼，在我心中最美的夢，就在這裡。⋯⋯每個

人生命中都有一本啟示錄」（《Anne of The Green 

Gables》）經過此次探討，歸結拼貼法應用於當今兒

童圖畫書的創作上，在視覺表現與解讀上，適切地

與兒童看待世界的觀點有所相通；而在創作的概念

上其幻想性、詩意、片段、現實導入，則與當今圖

　　國家建設、經濟發展，一切都以人才為先；人才的培育，需要長期持續，更要從基礎做起。

　　我國實施9年國民教育迄今已39年，現在與先進國家相比，9年義務教育之年數已屬後段班。 同時，審

視國民教育現況，仍存在城鄉差距、良莠不齊、資源不均、升學壓力過重等問題，還有少子女化帶來的學

生數下降的隱憂，尤其是近半數高中職校是私立，學費高出公立4倍以上，且就讀私校的學生多數來自中

下階層的家庭。為了全面解決現階段教育困境，並加強國家人力素質的提升，確有延長國民基本教育的需

要。 

　　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有關延長國民基本教育有高度之共識與期待 。我國推動延長國民教育之議，早

自民國72年起即展開，先後經過10任教育部長，而最近於92年9月全國教育發展會議達成「階段性推動十二

年國民教育」之結論與共識；95年12月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年臺灣地區民眾對重要教育議題看法

之調查結果報告」普查結果，則有高達78.4%的民眾支持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 

　　據此，政府於95年7月27至28日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將本項議題納入，並達成積極推動共

識。於是，於行政院核定之「大溫暖社會福利計畫」中，將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納入，責成教育部積

極規劃，並指派林萬億政務委員擔任政策協調與督導，自2007年起逐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今年

先行實施經濟弱勢私立高中職學生學費補助及高中職優質化計畫，在2008年全面推動國中小學生學習扶助

計畫，並於2009年全面實施12年國民基本教育。在此期間，並透過縮小公私立高中職學費差距、提高在學

率、提升優質高中職學校數等，讓高中職逐漸社區化，降低國中升學壓力，平衡城鄉教育差距。藉由12年

國民基本教育的實施，全面培植優秀國民，順勢解決當前教育衍生的一些問題，創造一個讓家長、學生、

老師都能滿意的教育環境。 

畫書關注的主題與多數圖畫書強調文字精煉相輔相

成；另外，拼貼法在畫面呈現上所營造出的視覺效

果，更與當今所謂後現代的意涵呼應；電腦數位技

術的便利、多樣與圖畫書印刷上的需求考量，更是

創作上使用數位表現不可抗拒的趨勢。

　　在此次創作探索的過程中，發現拼貼法的概念

與兒童圖畫書創作上具有呼應、關連時所碰撞、激

發出的喜悅與驚訝之情，在研究者心中油然而生前

輩畫家所形容的視覺與心碰撞的「詩意的火花」。

不管如何分化、歸類，相信只要出自生命脈動的，

自然能引起另一個生命的共振吧！而創作前的思

考、反省更是不容忽視的一種態度與從事藝術創作

者該有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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