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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若能從上述積極的態度出發，將探索的範圍延

伸到其他（或陌生）的地區與文化，教師當然需要

付出更多的心力，不過站在專業發展的立場，能夠

學習新的文化知識並從中開發出教材與課題，應該

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

桃太郎故事的知識網

在師資培育的課堂上，我為美國學生準備一堂

跨文化的藝術統整課，首先規劃兩條學習的軸線，

一是知識，另一是製作，此架構呼應課程設計中的

學習目標 — 分有知識目標與能力指標。本文主要

討論的是知識探索的部分，即是，教師如何收集資

料，分析與理解他文化，最後將所學得的知識變成

上課的教材。這裡使用日本的桃太郎故事為案例，

理由有二：一、日本文化對我們而言（台灣老師與

美國學生）都算是外國文化，在教學上可達到示範

的作用；二、桃太郎除了是一則民間傳說的主角，

也是日本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的象徵，其能見度與

影響範圍都具有代表性。

在釐清知識的脈絡之後，下一步則是構思一個

教學知識網。我以腦力激盪的活動開始，設定桃太

郎為一個文化的概念，將所有想得到與桃太郎或與

日本相關的議題全部列出來，再用不同顏色的線條

畫出各種議題與桃太郎之間的關係，最後將議題歸

納成幾個學習區塊。由於這一堂課鎖定在藝術與文

化的範圍，所以排除沒有直接關連的區塊（如：經

濟、工業、科技等等），並以日本文化與藝術教學

領域作為知識網的兩端（見圖1）：「認識日本文

化」是這堂課的主要目的，透過桃太郎的故事，我

們將探索該文化中的歷史、信仰與社會價值以及文

學或民間傳說；「藝術教學領域」中的視覺藝術、

音樂以及戲劇或表演則是輔助學生認識日本文化的

媒介，當然，這些藝術表現形式是文化成分之一，

也是教學活動的重點。

繪本書的啟發

執行這項跨文化教學試驗之前的一年半，我便

展開準備工作，第一個任務是尋找英文版的桃太郎

故事。不能免俗地，我先從網際網路搜尋，收集到

幾種針對不同年齡讀者所寫的版本，此反映了民間

傳說通常不是出於一人之手，在基本情節不變的原

則下，經過口耳相傳會發展出多樣的故事內容。在

掌握故事大綱之後，需要找書來佐證。我從本地的

圖書館找到三種版本的桃太郎繪本書，寫作的水準

大概是十歲兒童能讀懂的程度，插圖繪製的手法則

以寫實的風格描繪美國讀者能理解的日本樣式。後

來我有機會到日本大阪，在當地大型的書店找到近

二十種桃太郎繪本書，非常驚訝於日本出版品的豐

富與多樣。在翻閱每一個版本之後，我將繪本的表

現形式大致分類，選擇性地購買七種版本，此時我

已觀察到繪本的表現風格，會直接傳遞繪圖者對故

事的詮釋，並藉由故事人物的造型與服飾展現一種

層面的日本文化。下面以創作風格、人物表現手法

與文化元素三面向來分析：

一、繪本的創作風格

我從藝術發展的角度，分析收集到的十個版

本之創作風格（三本英文版，七本日文版），由傳

統到現代依序可歸納出浮世繪、水墨畫、寫實、漫

畫、簡化造形與卡通動畫等七種表現形式（見圖

2）。有一英文版繪本是浮世繪風格，它將日本獨

特的版畫表現形式融入插畫中，讓外國讀者可以明

在這個「地球村概念」的時代，跨文化與跨

領域的知識探索應該是一件有趣的學習活動，但

是一般教師並不熱衷此類課題，因為它的準備工夫

費時、費力，有時還相當費錢；如果要做，老師們

則傾向使用教科書出版商準備的現成教材與資料，

經由整理與重組即可「端到」課堂上，許多在研討

會、教育刊物或網站中發表的教學案例，就出現這

類「蜻蜓點水」或「隔靴搔癢」的問題，此現象應

該是由於教師沒有意願或不知如何自編教材 — 要教

課本或教學指引以外、沒有詳細書寫的文化內容，

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老師們自然就卻步了。涉及

文化的課題一向很難準備，也有很用心的老師以在

地資源為基礎，用有限的條件發展出與社區或環境

結合的校本課程，其敬業精神與教學成果值得肯

圖1　桃太郎故事的知識教學網。（王士樵製）

圖2　桃太郎繪本的創作風格之比較。（王士樵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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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感受到日本風；另兩本英文版則是寫實形式，主

要是圖說的功能。在日文版中，插畫的複雜程度與

書中文字的難易程度成正比，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比如有一本人物描繪非常精細的書，其文字的分量

相當重，顯然是給年齡較大的兒童閱讀；有兩本書

中的主角以可愛、簡化的造形表現，其文字的分量

極少，應該是幼兒讀本。讓我驚奇的有水墨畫與卡

通動畫兩種風格，有一本是以仿浮世繪的平塗方式

製作的水墨繪本，表現典型故事插畫的形式，另一

本是用詼諧的水墨筆法，以變形的人物造形表現出

類似漫畫的風格，這兩個版本把幾種日本傳統藝術

形式與精華巧妙地連在一起。由於日本的卡通動畫

產業相當發達，用電腦將桃太郎繪製到動畫的場景

中，表現出卡通影片的效果，反映日本當前文化的

特色。

二、繪本中人物的表現手法

在排列出各版本的創作風格與日本藝術發展脈

絡的關係之後，我針對每一本書的封面、人物、桃

太郎的追隨者、惡魔以及戰鬥的場景等主題進行解

讀。雖然每一版本在詮釋故事時，使用不同的繪圖

風格，繪本訴求的對象也有年齡的區別，但是所有

書中桃太郎的基本造形、服飾與配件，像是桃太郎

的頭巾、背心、武士刀與桃子軍旗的樣式，竟然大

同小異，似乎說明這就是日本人所推崇之武者或英

雄的典型，即使兒童插畫家也有這樣的共識（見圖

3）。另外，插畫家們畫惡魔亦相當有共識，其膚色

皆異於常人，分別有紅、藍、綠、紫等顏色，而且

惡魔的頭上都長一對角，唯一的例外是一本幼兒版

繪本中的小惡魔，由於還在襁褓中，所以只長一隻

角，這種詼諧是沿襲自民間漫畫的幽默感。

三、文化元素的原味

桃太郎在前往惡魔島的途中，遇到一隻秋田

狗、一隻獼猴與一隻日本綠雉，這三隻動物後來

都因桃太郎與牠們分享飯糰而成為他的追隨者。不

同地方的人對動物的概念，其實是有不同的刻板印

象，美國學生在看完紙本的故事之後，在製作桃太

郎故事的道具時，並沒有考慮到日本人的動物觀，

隨手做出在美國看得到的狗與鳥的造型，使我相當

驚訝 — 原來他們是用既有的知識與概念去讀日本故

事書。我從三本英文版的繪本書中也發現，有一本

把雉變成了鷹，把秋田狗變成了米格魯狗；另一本

則是用杜賓狗代替秋田犬，看了令人莞爾，也難怪

美國學生會把桃太郎的故事「美國化」。

我們在介紹他文化的時候，儘量要忠於原味，

雖然不一定有辦法追求到其真正的文化精神，卻要

保持積極求知與求真的態度。有一位學生自願扮演

桃太郎，在研究其服裝與配件之後，決定穿一件芝

加哥小熊棒球隊一號球衣，當成桃太郎的背心，

他解釋這是他唯一能找到與日本有關的物品，原來

小熊隊背號一號是日本籍球員福留孝介，福留今年

在美國職棒大聯盟表現優異，這位學生就是他的球

迷。由此可見學生社群流行的文化，也會影響他們

解讀他文化的面向。

桃太郎的故鄉

幾年前我有機會造訪日本岡山市，留下深刻的

印象。這個城市在古蹟方面有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

後樂園與「烏城」之稱的岡山城，在文化方面就屬

「桃太郎」最著名，這裡據說就是桃太郎的故鄉。

岡山市裡到處都有與桃太郎相關的圖騰，比如：

火車站前有一尊他與追隨者的銅像，表現他們捍衛

家園的意志；街道上的人孔蓋也是桃太郎故事的浮

雕；郵筒上則有可愛的桃太郎塑像；許多公園、橋

墩都可看到小型的桃太郎雕塑；岡山市的遊客指南

則由漫畫版的桃太郎當導遊。由一個民間傳說轉化

成一個城市的文化象徵，當地居民在凝聚共識的同

時還要感到自豪，才能將此傳統延續下去，這也是

文化創意產業能夠永續經營動力。

我在組織桃太郎教案時，特別納入親身遊歷時

拍攝的照片，一方面帶領學生一趟「視覺旅行」，

另一方面則透過詳細的介紹，讓學生深入思考在地

文化對當地人的意義。有很多細膩的文化成分，若

沒有研究其脈絡，便無法看到全貌，譬如：桃太郎

之所以會在岡山出生，是因為當地出產日本知名的

白桃，通常一個地方的特殊農產品，會有一個守護

神的傳說，桃太郎的故事在此背景下產生應該很合

理，岡山市附近有一座

桃太郎神社，亦呼

應了這個推測。

經過時間的琢

磨，桃太郎

的故事所

影響的層

面，已不只是忠、信、和、義等日本人引以為傲的

民族精神，它還帶來文化產業的影響，像是各種口

味的栗飯糰、陶型玩偶與鈴噹、公仔與電子遊戲，

這些產品拜桃太郎之賜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進化，

不會因故事「舊」了而退流行，這是另一個很特別

的日本文化 — 傳統與創新可以同時存在。每年八月

初岡山市會舉行桃太郎節，在街上可以看到故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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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各繪本的封面。（王士樵製）

圖4　日本岡山市火車站前的桃太郎雕像。（王士樵攝）

圖5　岡山市街道上的人孔蓋。   
        （王士樵攝）

圖6　可愛的桃太郎郵筒。
        （王士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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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他用一塊有一圓形凹洞的巨石和另一塊表面

磨亮的半圓巨石，以及幾片較小的石塊，組合成桃

太郎蹦出桃子的景象，這一陰一陽的結構可影射為

惡魔的陰沉與桃太郎的光明性格。這件作品陳設在

美國紐約州著名的雕塑公園Storm King Art Center

（Mountainville, New York），野口勇特別考究圓

石反射陽光的角度，以彰顯桃太郎在日本文化（日

出之國）上有著太陽神的象徵意義，他還語帶玄機

地透露，參觀者若爬進那個圓形凹洞，還可以聽到

「空谷足音」。學生在熟悉桃太郎的故事之後，通

常能對這一件抽象的雕塑有所感受。

教學試驗概況與結語

在教學資料準備齊全之後，我與音樂教育系的

老師合作，分兩學期對兩班美術教育系的學生進行

兩次試驗，第一次試驗以音樂為主、美術為輔，第

二次則以美術為主、音樂為輔。在執行第一次試驗

時，我在上課之前一週先列出故事中必要的角色，

讓學生選擇並針對該角色收集圖像資料。上課時，

學生便著手製作所選角色的帽子，我們決定以帽子

的樣式來表現，是因為該學期只有六名學生，人數

不足以演出完整的故事，每一位學生要同時演戲、

唸台詞、唱歌、並為自己伴奏，這種多元挑戰一定

要空出手來操作樂器。當帽子完成之後，全班到音

物的大型花燈，也有遊行與表演。從岡山市官方網

站的資料可看到，最近幾年為了符合時代的趨勢，

節目開始加入啦啦隊表演與同人誌的活動，桃太郎

節是屬於兒童與青少年的慶典，節目當然要考慮到

新生代的口味。

藝術中的桃太郎

以桃太郎為主題的傳統木刻版畫，在日本各地

的藝品店都可看到，藉由桃太郎的故事介紹日本的

水印木刻版畫與浮世繪，不失為一石二鳥的教學策

略。如果用心收集，也會發現桃太郎的圖像出現在

電話卡、交通悠遊卡、公司商標、甚至選舉用的競

選傳單上，然而這些直接引用具體圖像的方式，只

能加強觀者或產品使用者對故事的印象，除非是第

一次接觸桃太郎故事或日本文化的外國人，否則無

法引起太多的討論。就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介紹

野口勇（Isamu Noguchi, 1904-1988）的桃太郎作品

（Momo Taro, 1977-78）應該最具挑戰。

野口勇是日美混血的雕塑家，童年在日本度

過，桃太郎的歌與故事是他「母語」的記憶，雖

然創作生涯大部分是在歐美發展，當他在晚年接受

這件作品的委託案時，不難想像喚起他的童年回憶

的，是還能琅琅上口的桃太郎兒歌。在一部紀錄片

中（Bassett, 1990），野口勇解釋構思這件作品的

樂系由音樂老師負責接下來的教學。學生先學唱日

語版的桃太郎之歌，在認識基本的日本音樂風格之

後，開始練習與桃太郎故事相關的演奏，大部分的

配樂是使用現場僅有的奧福樂器，最後由老師唸故

事、學生配樂演出整個故事。學生在課後認為除了

認識桃太郎的故事之外，他們學到許多日本音樂文

化的知識，也看到音樂與美術在文化學習上可扮演

的角色。

有鑑於第一次試驗時，重心放在音樂的作用，

學生沒有機會真正享受表演的樂趣，第二次試驗

時，特別安排學生表演的時間。這一次的對象是另

一班17名學生，他們首先聽了桃太郎故事的英文有

聲書，記下故事中所有的角色並自行分配擔綱的人

物，我則提示學生針對故事中的服飾與道具，仔

細研究日本文化風格。正式上課那一天，學生將手

邊可找到的材料帶進教室，動手製作自己的簡易戲

服，他們用床單還有其他現成品改造成和服，充滿

同人誌的趣味，看來令人莞爾。學生在工作時要求

播放桃太郎的有聲書，所以在戲服完成之後，他們

已經相當熟悉整個故事的脈絡，一群人就著裝浩浩

蕩蕩地走到音樂學院去上課。音樂老師根據前一次

試驗的反應，修改上課的程序，讓學生邊學樂器邊

學日本文化，同時演練了表演時所需的歌聲與音

效。學生此時對演出已經胸有成竹，未經完整的排

練就急著想出去表演。這群大學生並沒有完全照劇

本演，卻掌握到了故事的重點，由於他們的服裝、

道具與製造出的聲響，引來許多路人的圍觀，學生

們也樂於這種即興的演出。課後他們表示，沒想到

結合美術、音樂、文學與戲劇的學習活動那麼有

趣，將來他們在自己的班上也要嘗試嘗試。

在兩次教學試驗結束之前，我都將個人收集、

分析與整理的桃太郎相關資料（如繪本書等）與學

生分享，讓他們的學習興致能延伸下去。有學生因

而著迷於歌舞伎的藝術表演形式，看遍在YouTube

上所有的歌舞伎影片；也有學生發現日本的同人誌

比美國的化妝派對「酷」多了，就在自己宿舍的地

下室辦了本地的Cosplay。生長在網路發達的當代學

生，老師用「正經」文化帶他們入門，他們竟然可

以受到啟示而開展他們跨國的次文化探索，這是設

計這堂課時始料未及的。難怪現在介紹日本的三味

琴，不能只看樂師穿古裝一本正經地彈奏，也要播

放吉田兄弟用三味琴為Wii所錄製的遊戲配樂，以拉

近學生與藝術間的距離。

（本文作者信箱：scwang@ni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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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桃太郎藝術統整學習試驗之一，學生戴著自製的帽子學樂器。（王士樵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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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桃太郎藝術統整學習試驗之二，美術教育系學生著裝上音樂課的情形。
        （王士樵攝）

圖9　桃太郎藝術統整學習試驗之二，演員大合照。（王士樵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