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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
圖畫書為兩個詞合起來的複合

詞，乃「原住民」加上「圖畫書

（picture books，有時也會使用「繪本」稱
之）」。簡單的兩個詞彙，整合談論時卻涉及許

多面向，包括圖畫書文學領域的探討、口傳形式

文字化的轉換、圖畫在文學作品的表現、圖畫與

文字間的關係、作者與繪者的身分、民族認同與

跨文化的議題，甚至出版社的角色等範圍。原住

民圖畫書即具備豐富且多元的特性。

多元圖像 呈現神話與歷史
原住民傳統文化中早有文學的存在，以神

話、傳說、歌謠、故事等形式世代承襲。浦忠

成《被遺忘的聖域：原住民神話、歷史與文學

的追溯》指出，進入神話內涵的入口則在於對

主題確實掌握與理解，不同民族在神話主題上

有很大的一致性，譬如都會有「天地開創」、

「人類起源」、「洪水」等。以尹建中《台灣

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

對台灣原住民神話的分類，

其中第四類即為「射日的敘

述與分析」，可見「射日」

傳說是台灣原住民重要的主

題，台灣原住民多半有射日

神話，其中以泰雅族與布農

族的射日神話版本較多。

台灣原住民「射日」圖

畫書，以賴馬所繪《射日》

一書廣為人知，作品中太陽

的擬人化生動有趣，深受讀

者喜愛。今年7月更換出版社
重新出版，書名從《射日》

改為《金太陽銀太陽》，內

容雖然還是標榜為台灣原住

民射日傳說，但從封面的改

變——青林出版社版本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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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射日」圖畫書以賴馬所繪

《射日》一書廣為人知。重新出版後的

書名改為《金太陽銀太陽》，封面上的

原住民意象明顯減弱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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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背著弓箭的原住民小男孩，和英出版社的封面

則是擬人化以後的銀太陽，在圖像表達上，和英

版本封面上的原住民意象明顯減弱許多。

其實對照兩個版本，其內文幾乎沒有變

動，但封面涉及第一印象的觀感。我們無法從

封面上一眼得知這是一個關於台灣原住民的故

事。本書內文沒有搭配族語文字，卻另增加英

文版圖說小冊，在書籍運用與銷售定位上已有

明顯改變，不再於封面上特別強調台灣原住民

的特性。

口傳轉圖像 須做大量文化考察
 我想，創作台灣原住民傳說或歷史的圖畫

書作者，都會面臨上述圖像表現上的多種考

量，復以台灣原住民不是一個族，而是台灣原

住民「族」，各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與圖像，

圖畫書作者須做文化考察，也得在內容提出自

己的觀察與角度。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提及，傳統口

傳故事透過言說，傳承對象為本族孩童，圖

像自然可在孩童心中各自形

變；若要將口語具體畫成圖像

時，圖畫書創作者必須從眾多

材料中準確找到能夠清晰表現

圖像的東西，透過組合運用，

才能使圖像生動說故事。這使

圖畫書作者面臨很大的挑戰，

因為圖像絕非單純複製即可，要

透過作者重新的組合、選擇，而

後再現、甚至創新。

以張又然繪製《少年西拉雅》為例，再現

17世紀失落民族的歷史情境，摸索西拉雅歷史
圖像的過程發現可用的圖像資料太少，無法具

體繪製西拉雅族300年前的樣貌，於是將圖像時
間往後拉100-200年，例如包頭巾、帶鐵環的形
象是偏清代後期、日治時期的圖像。賴馬在繪

製「射日」故事時，自然也面臨

言說到具體圖像呈現的問題。賴馬在蝴蝶頁指

出，他接受泰雅族朋友的建議——不要衣服這

一族的、褲子那一族的、頭飾又是不同族的，

所以書中圖像主要以泰雅族服飾為主，兩位作

者在圖像繪製過程都謹慎面對可能產生的文化

議題。

談到多民族共有的傳說故事，就不得不提

原住民圖畫書的圖像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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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西拉雅》再現

17世紀失落民族的歷

史情境，但可用的歷史

圖像資料太少，於是將

圖像時間往後拉100-

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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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一般咸認為灰姑娘是西方的故事，

其實灰姑娘的故事最早來自9世紀的中國，在中
國他不叫仙度瑞拉，他叫葉限。這個故事流傳廣

遠，從美洲的墨西哥、歐洲的法國、非洲的辛巴

威到亞洲都有他的蹤跡。《玻璃鞋‧金拖鞋》一

書就將我們耳熟能詳的灰故娘故事，畫出一本

「灰姑娘環球版」，隨著故事線一路開展，每翻

開一個跨頁，就是一個國家特有的民俗圖像。故

事到了日本，灰姑娘穿著「如日落般火紅的和

服」；到了伊朗，王子就是騎著駱駝的形象。書

本的設計清楚將口傳多國的共有特性呈現出來。

也許，射日的故事也可以出版「環球版」，甚至

再出版一本台灣特有的「台灣原住民版」。

說故事的文字 須搭配圖畫與韻律
當這些敘事智慧要轉譯成文字時，就如同

圖像一樣，也必須詳加推敲。近年圖畫書透過

各種管道，成為台灣小孩自幼重要的閱讀媒介

之一，經常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原住民圖畫

書將部落慣以傳承經驗的敘事方式，從生活口

語實踐轉成文字，而後又透過說故事再轉換成

言說——從言說到文字，再從文字到言說。因

此，圖畫書的文字書寫，若能具有言說的韻

律，不僅在閱讀上，在說故事的使用上也能益

加流暢。

與財團法人毛毛蟲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動部

落閱讀活動時，就發覺將圖畫書文字轉換成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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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與財團法人毛毛蟲文教基金會合作推動部落閱讀活動。

原住民圖畫書將部落的口傳經驗由言說轉成文字，又透過說故

事再轉回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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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說給孩子聽時，許多台灣原住民圖畫書都

無法流暢地說，過度文飾的文字反而造成閱讀

的障礙。因此在說故事前，我都必須經過文字

口語的轉換，才能說給孩子聽。

如何才是好的圖畫書文字呢？首要，圖與

文必須相互搭配。就如同兩種樂器的合奏，各

自有自己的音律，時而合鳴，甚至衝突，看似

獨立卻為同一首歌曲。至於如何表現，則取決

於作者對故事的理解、掌握與特出的思考。

第二個考慮的要素是文字的音樂性。說話

是串連的語彙，文字是單字的拼合，如果要讓

文字具有流暢性，就需要節奏。如同楊茂秀翻

譯《影子》一書文字的感想（該書文字是詩化

的文字）：詩的翻譯多少都會是一種翻創，內

在韻律所呈現的音樂性，常常會比字面上韻腳

的呼應更為重要。以下為楊茂秀在《影子》一

書中的一段翻譯：

在夜晚的路途，

它一再撞到，碰到，

跌倒，踢到，摔下，

一直，一直，每一次

都全身趴得平平的，

趴貼在地面，

但是，它不哭出聲，

它沒有聲音。    

這段文字沒有明顯的韻腳，讀起來卻流暢自

然，如詩一般，將影子的姿態栩栩如生

地呈現。楊茂秀說：「我每一次演奏

《影子》，總是用4種語言一次演奏
完，而且我喜歡用閩南語和客家話來說

它，我也建議讀者這樣做，而且是看著

圖去朗誦。」我曾將該書文字請阿美族

耆老以阿美語讀出，也能流暢說出，這

就是好的圖畫書文字，它必須具有韻律

與閱讀的流暢性。

原住民作家讓圖畫書展現主體性

在1990年代以前，原住民圖畫書多為平地
作家所創作，如中華兒童叢書、遠流原住民系

列叢書；但在1990年代以後，開始有較多原住民
作家參與，如孫大川、撒古流、利格拉樂．阿

、季‧拉黑子、瑁瑁‧瑪邵、陳建年等。原住

民可以從客體轉化成主體，擺脫「教育」或

「文化櫥窗」的介紹，往文化經驗傳達與美學

方向發展。

文學的珍貴即在寬闊的內涵交流，讓不同

的人、經驗及文化，能在圖畫書的平台上自由

地溝通與理解。在此方向上，台灣原住民圖畫

書的未來有很大的空間，也很值得期待。

郭祐慈

台東縣台東市人，阿美族媳婦，

1970年生。國立台東大學兒童

文學研究所碩士，國立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博士。現為國小教師及

台東大學兼任助理教授，主要教

授幼兒文學、民族文化等相關課

程。近年曾擔任原住民族語教師

培訓講師、部落閱讀帶領人、閱讀徵文審查，訓練學生設

計原住民繪本教案，帶領學生進行部落服務、說故事等工

作。盡自己所能讓大家認識台灣原住民歷史、文化，並為

部落永續盡力。

原住民圖畫書的圖像與文字

《影子》一書的文字是詩化的文

字，內在韻律所呈現的音樂性，

常常會比字面上韻腳的呼應更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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