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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図画書50』
About The 50 Picture Book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文︱ 林文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教授）
圖︱ 編輯部

台灣原住民
透過1980年代以來
的原住民運動，並

隨著民主化過程，已成為關鍵的少數族群。在

社會發展過程中，過去以部落做為基礎的生活

內涵，因為吸收融合了外來因素，進入都會的

原住民已超過13萬人，使得文化傳承的工作面臨
極大考驗與挑戰。

原住民圖畫書 文化傳承與相識
圖畫書的定義國內外皆有多種說法，大多

一般是指有圖畫、簡單主題、情節內容簡短的

故事書，主要是針對幼兒所設定的出版品，而

關於圖畫書的名稱國內常見有「圖畫書」、

「圖畫故事書」、「繪本」等不同名稱。為觀

察台灣光復後出版現象，因此文中所討論的文

本以「圖畫書」概括稱之，簡單定義為「以圖

文融合方式，或以文為主圖為輔之出版品。」

而多樣豐富的台灣原住民文化，不但是啟

蒙孩童認識台灣土地、人文與多元文化的豐富

材料，同時也是兒童了解原住民如何與動物、

環境以及大自然相互依存、和平共處的最佳素

《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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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原住民圖畫書出版不僅在傳承原住民獨特

的文化，還提供不同族群的孩子彼此認識的機

會。

透過生動的故事，搭配精緻彩繪圖畫，勾

勒出原住民信仰、儀式、禁忌、圖騰、生活智

慧與技能以及歷史。原住民豐富的神話（含神

話、傳說、民間故事），正是兒童文學的活水

源頭，其蓄意與待發，是指日可待。其間，圖

畫書已成為眾所矚目。而本文所謂的圖畫書，

是兼具「身分、題材、語言」三種面向，尤其

是以「題材」為先。

選集計畫的緣起

個人於90年代期間，開始關注於原住民兒
童文學。其緣起在於撰寫〈台灣最早的童謠〉

一節，於是乎開始收錄有關原住民文學、兒童

文學的論述與作品。其中，又以原住民圖畫書

最為用心，並於第九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期間

（2008年7月29-31日）於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

展出3個月。個人收藏截至2010年底，由政府、
民間與非營利組織出版和原住民題材相關的兒

童圖畫書已有162本。個人一直期待能有原住民
兒童文學的相關選集，或原住民兒童文學研討

會，於是有「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的構想與編
選。於是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補助，

執行「台灣原住民兒童圖畫書精選計畫案」，

製作《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一書。透過兒童文

《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

2008年第九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原住民圖畫書展覽看版。

2008年第九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期間，原住民圖畫書於國立台

灣史前文化博物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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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領域的學者評選，精選50本至2011年已出
版的兒童圖畫書，時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做一歷史脈絡記錄並以專文導讀方式，提供給

各界認識原住民文化與了解歷史的選書參考。

起步雖晚 成長驚人
從台灣圖畫書的創作與出版史來看，台灣

原住民圖畫書起步雖較其他類別為晚，但從出

版的量與成長來看，卻見其旺盛的出版熱力；

原住民圖畫書在多家出版社的相互競爭下和政

府出版品的推動，逐漸成為一股不容忽視文學

領域。

根據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0年所舉
辦的「台灣地區1945年至1998年兒童文學一百本
評選活動」中之統計，1945-1998年間，台灣出
版之本土創作圖畫書類有542冊，屬原住民圖畫
書出版僅13冊；2008年展出有106本，至2010年
則有162本。尤其2000年以後，更成氣候。原住

民圖畫書突如雨後春筍冒出，在

短短的十年時間裡出版數量成

倍數成長；其中不僅出版來源

多變化，原住民籍與非原住

民籍作家的相繼投入，圖畫

書的另一個推手──繪

者，也以不同方式投入這

塊文化傳承的園地。

出版概況及分析

整體而言，圖畫

書出版以合編及泰

雅族為多，以雅美

（達悟）族、阿

美族次之。各族

群圖畫書出版數量，大抵和原住民人口數相

關；唯獨雅美（達悟）族人口數排行九，出版

量卻居高。這可能與雅美（達悟）族為台灣唯

一居於外島的原住民，不論在生活環境、建

築、服裝、工藝等，呈現出特別的生活型態，

讓作家、繪者們特別對其感興趣。合編出版圖

畫書以多主題、多族群方式出版，整體而言出

版來源多為民間出版社，這可能以民間出版社

方便行銷販賣有關。合編出版的族群統計以布

農族為主題居冠，阿美族居二，和上述單一族

群的圖畫書分布相差不大。

出版單位分為（一）政府、（二）政府與

民間合作、（三）民間出版社──營利組織、

（四）民間出版──非營利組織。原住民圖畫書

依其出版來源來看，政府、民間與非營利組織

競相出版，民間出版數量至2008年初領先政府出
版數量。不過若搭配年份來看，原住民圖畫書

早期以政府出版品為主，後民間出版漸漸起

步，甚有獨領風騷之勢，又這幾年政府相關機

構卻以多元文化方式出版推動各式原住民圖畫

書。

原住民圖畫書出版不僅在傳承原住民獨特的文化，還提

供不同族群的孩子彼此認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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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

參與原住民圖畫書文字及圖畫的創作者，

不論從身分說、題材說、語言說角度來看待

之，對於原住民圖畫書的投入皆不遺餘力。在

162本中，總計參與圖畫書作者與繪者約有371人
（次），而不論是文字或繪者以不具原住民身

分作者占多數，具原住民身分作者、繪者不到

20%。又具原住民身分的作家創作圖畫書，多為
第一次出版原住民圖畫書，部分作者為將自己

原有已出版的文學作品轉為圖畫書。在創作語

言方面，162本繪本中，有一本是屬無字圖畫
書，只是在說明處使用母語。其中128本以中文
創作，20本中文、母語並列，13本中文、英語並
列。純母語創作不見，以母語創作，或中文、

母語並列，或許是今後的趨勢。

收錄原則與學術意義

回到「台灣原住民兒童圖畫書精選計畫

案」，其評選原則有（一）有現代原住民的聲

音，不只是古老的故事；（二）能展現非刻板

印象的原住民故事；（三）具有研究與歷史意

義的故事。當然，圖畫書本身的元素，則是必

備的條件。又在評選時亦當避免作者或繪者重

複化，且各族群亦當在收錄之列。

而編選《台灣原住民圖畫書50》，我們寄
望除了歷史與記憶之外，更能有學術的意義：

（一）使學者致力於原住民兒童文學術研究，

並提供各界深入此領域的研

究；（二）引起更多學術議題

的討論，拓展原住民兒童文學

研究的領域；（三）與各地

原住民兒童文學研究、專家

進行學術交流，提供兒童文

學界、創作界的視野；

（四）促進兒童文學界思

索原住民兒童文學未來的

研究方向和趨勢；（五）

透過《台灣原住民圖畫書

50》專書，使原住民文
化能讓更多原住民以及

非原住民兒童認識，以

達到文化傳承與交流

的目的。

林文寶

雲林縣土庫鎮人，1943年生。輔
仁大學中文系碩士。現任台東大

學榮譽教授，曾任台東大學人文

文學院院長、兒童文學研究所所

長、亞洲兒童文學學會臺灣會長

等。獲得第3屆五四兒童文學教育
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兒

童文學獎），信誼特殊貢獻獎等

獎肯定。

雅美（達悟）族人口數排行九，出版量卻居高；可能是

因其特別的生活型態，讓作家、繪者們特別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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