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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畫書的定義

 圖畫書是圖像和文字結合的文化產物

 主要是為了兒童，讓兒童有愉快的閱讀
經驗

 通常在內容上含有著社會規範。



二、Barbara Bader的定義

 圖畫書是個有文字、圖像的整體設計物；
一種物件也是商品；是社會的、文化的、
歷史的紀錄；最重要的是為了兒童去經
歷某些事件。

 如同一種藝術創作，依賴於圖像與文
字的結合、依賴在書頁上的自動展現也
依賴在翻頁過程中的動態演出。



三、 根據著Badar的說法：

 Nodelman and Reimer認為圖像提供對文
字的理解（這限制在具像性）；

 Nodelman認為圖文之間的矛盾關係，

 Nikolajeva：兩種溝通模式的結合。



三、 根據著Badar的說法：

 Shulevitz：真正的圖畫書，文字是配角

 Marantz：圖畫書是藝術形式，不是文學
作品

 Sipe：synergistic

 Kiefer：兩者都為著故事，也是一種藝術
形式。



四、藝術形式，那是個什麼呢

 Suzanne Langer認為，音樂、戲劇、圖
像與舞蹈，企圖表現出文字無法掌握的
意義，各自以特有的符號與結構。

 Kiefer認為圖畫書有三個基礎：創作者、
讀者以及物件中的文化意涵，彼此交互
影響。



五、第一本圖畫書—壁畫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ascaux-aurochs.jpg


六、草紙卷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Papyrus.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eraclesPapyrus.jpg


死亡之書



七、陶土板



八、羊皮紙



九、宗教活動

 伊斯蘭區：裝飾

 天主教努力宣教

 聖經：附加一整年的行事曆與宗教活動，
例如啟示錄



啟示錄



十、社會產物

 修道院

 大學出現

 這是圖畫書成為社會產物而非單一的宗
教性質。



十一、新技術

 紙張與印刷術的發展，產生兩本大眾讀
物：伯伽丘的十日談與伊索寓言



十二、兒童的圖畫書

 16或17世紀的圖畫書是為了成人的，或許有錢
人家願意特別設計圖畫書給自己的小孩。

 開始願意為兒童考慮的原因可能是醫學提高了
兒童的存活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產生教育兒
童的意願。如概念書或是教義問答書。

 Orbis Pictus 一種字母書。這是為了兒童設計
的，此外雖有民間故事，這還是為了成人服務。



Orbis Pituc



十三、為兒童服務

 十七世紀啟蒙運動：

 洛克認為閱讀是為了樂趣；

 英國出版商紐伯瑞的第一本書A Little 
Pretty Pocket Book 1744。

 為了一種美感經驗而不是全然服務教育。





十四、圖像成為敘事重點

 1927,Clever Bill by William Nicholson

 1928, Millions of Cats by Wanda Gag’s



十五、解放兒童的開始

 1960年越戰發生，讓創作者想要改變保
護兒童為出發點的想法，如Raymond 
Briggs 和Mauric Sendak。

 1972年的左羅托的威廉的洋娃娃。

 以行動情節導向，比較缺乏內在意識的
描述

 主角一人的發展：馬德琳、野獸國、雪
人等等



十六、整理

 重新檢視整個圖畫書的演化過程

 價值、文化與技術對文化消費與傳遞的
影響。

 圖畫書功能的檢視與創作者的功能

 後現代圖畫書的企圖



十七、圖畫書與書寫的變革

 敘說與社會事實

1. 敘說原型的變化：資訊化的效果

2. 產生非傳統的敘事結構

 為兒童敘說

1. 文學是思想的居所：信念、行為與思想

2. 影響人際互動的模式

3. 隱藏的成人：可能對兒童思想的殖民活動



十七、圖畫書與書寫的變革

傳統的故事敘說：情節、角色、背景、
主題與風格

 逐漸的改變：反對現代主義的核心思想

 圖畫書的變革：圖像化的世代、議題增
加、編排改變，以及對過去的反省

 例如：下一頁



十七、圖畫書與書寫的變革

1. 黑與白

2. 豬頭三兄弟

3. 紅色的書

4. 大野狼

5. Riverband

6.小石兔與大醜怪

7. Riley



十八、改變理論的主張

 檢驗與澄清當代社會理論，特別是電子
化後的社會現象，包含了三種型態的改
變，分別是互動、連接與接觸的方式不
斷地改變。



十九、改變理論的現象

 互動的改變：動態過程、使用者控制、
非線性（非單一描述）、非連續性（非
順利預期）、訊息複雜。

 連結：社群感的改變

 接觸：打破過去限制，可接觸不同的資
訊。



二十、用這三種來看兒童文學

 形式改變：從封閉到開放，編排出更多
的空間

 取景改變：單一敘說到多重取景模式

 範圍改變：更多議題的討論



二十一、後現代主義的主張

 質疑過去以

 理性為主的意義：以解決問題導向為主

 溝通方式：以說理的方式說服對方

 自我認同：清楚不模糊、排除不確定

 歷史觀點 ：真實的紀錄

 權威



二十一、改變主義與後現代

 書寫形式的改變

 1. 改變規格與形式圖像的新格式與超文件、

 2. 數位設計圖文產生新的融合非線性與非連
續的組織：Lauren Child, Neil Gaiman 

 3. 多層次意義互動性閱讀：Voices in the 

Park

 4. 文本與讀者關係:pigeon



 改變觀點

 1. 多重觀點、視點

 2. 先前沒有注意到的聲音

 3. 小孩可為自己發聲



 改變範圍

 1.先前被禁止的主題

 2.被忽略的背景

 3.以特有的方式描述角色

 4.新的社群感

 5.未解決問題



二十二、後設小說的機制與技
術

 在形式上

 試驗性的印刷、新穎的設計與展現、混
合性的插畫設計

 文字-圖像或是文字沒入到文本中

 中斷傳統的時空概念

 可有更多的不同意義



二十二、後設小說的機制與技
術

 突然地出現告訴讀者或是評論、互文性

 諷刺其他文本、文類或是論述

 混合

 創意過程的描述



二十三、後現代圖畫書

 後設小說

 參與表現

 遊戲性質

 顛覆與自主

 教育的隱含

 調整書寫與差異的看法





二十四、目的

 表徵出世界的複雜、

 不確定、

 質疑存在的價值等等的困境

 試圖讓讀者找到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二十五、企圖

 對設計限制的突破，

 議題呈現、

 挑戰讀者的閱讀模式、

 反應新科技術，



二十六、方式

 遊戲的、

 諷刺的、

 自我反省的、

 多重觀點的方式來面對這些困境

 去權威的



二十七、對抗文本的解構模式

 閱讀圖畫書與意識形態的建構

 解構閱讀

 快樂的結局？

 冒險或安逸？



二十七、對抗文本的解構模式

 教育或非教育？

 傳統維護或是超越傳統？

 困境？

 閱讀階段？

 閱讀途徑？



二十八、閱讀是遊戲

 閱讀的主體是誰？

 閱讀是遊戲

 兒童是創作夥伴

 兒童是評論家

 可能的限制

 童年的再現

 實例說明：



二十九、承先啟後

 對兒童文學的重新詮釋：

其說兒童文學是一種文類，不如說，兒
童文學連結了成人與兒童之間的關係、
反應了我們對兒童的在意與關注



二十九、承先啟後

 閱讀的連結性與可能性

1.對圖畫書的創作有不同的想法，尤其
是針對「從前從前…到過著幸福快樂的
日子。」有著顛覆的創作，例如說黑與
白中引發所謂的好奇之眼、威思納的空
白圖像；另外對於同一事件的多重觀點，
讓我們有更多學習站在他人角度設想。



二十九、承先啟後

2.提高自由度，空白的、片段的出現，
讓讀者有更多的空間去連結與想像。

3.預設了把讀者當作有自主整合能力的
個體，能將這些看似破碎的敘事整合成
有意義的整體



二十九、承先啟後

 童年與社會演變的關聯：

1.對童年的反省

a. 缺乏自主活動的時間。

b. 缺乏經驗真實世界的感受。

c. 缺乏與成人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十、結論



在教育上的影響一：後現代圖
畫書與超現代的自我

徐永康

台灣兒童閱讀學會



一、簡介

 對兒童的理解，反應在成人對兒童的描
述

 對童年的爭議：從藝術描述

 多方面的理解



二、自我型塑

 兒童閱讀後現代圖畫書的方式來說明兒
童的自我型塑

 預設兒童讀物構成社會認同

 反對浪漫思想認為自我是內在的發展過
程

 後現代主義認為自我是建構的、片段的，
整體的自我是一種假象



三、超現代自我

 我承認有些和社會建構有關係，但是自
我的整合，除了故事之外，和自我的身
體經驗更有關係。

 整合的自我尋求一種結構與意義，這是
超越情境的 。

 區域經驗來自於他者、符號與想像，這
都是一種超越情境的限制 。



四、超現代自我定義

 超現代的自我。指的是自我嵌入在文化
與社會中，可說是整合現代與後現代的
自我概念。



五、從現代到後現代

 塑像反應文化對個人的觀點

 行動、關係描述而非個人特徵

 埃及、羅馬與希臘描述個人的權位

 中世紀歐洲強調宗教、政治權位與約定
成俗的想像

 直到中世紀後期與文藝復興中注意到人
文思想的特性



六、兒童塑像

 十九世紀中期，開始注意兒童，並畫出
兒童的樣貌。

 捕捉天真浪漫的模樣：免於被指責

 從洛克與盧梭的想法，天生白板

 兒童的自我也是發展的



七、現代主義的自我

 獨立、

 自由、

 自主、

 理性、

 自我實現

 是一種如線性的發展



八、現代主義圖畫書

 愛花的牛

 好奇喬治

 野獸國



九、超現代圖畫書

 牆裡的狼



十、超現代自我

 我們的身體

 自我是體現的

 涉及到社群中

 語言使用



十一、相關圖畫書

 星月

 大醜怪與小石兔

 蝌蚪的諾言

 Smoky Night

 Martin’s Big Words



對教育影響二：後現代圖畫書
是文化產物：
如考古學挖掘的方式來看發展中的研究工具。

徐永康



一、核心想法

 以歷史產物的角度切入圖畫書的研究，
我們需要一些研究圖畫書的工具，這有
兩項好處：

 理解文本運作、改善文本的理解力與回
應方式、

 協助評論。



二、期望

 後現代主義重新調整人與世界的關係，
期望人能多主動參與這個世界，讀本也
企圖邀請讀者參與詮釋文本內容，這形
成了一種新穎的編排形式，有人稱這種
形式為後設小說，



三、後設小說

 對於情節、角色、背景、或文類混雜的
方式，不同於傳統。

 以特有的敘說者來放置讀者的閱讀位置。

 容許文本元素的不確定性。

 圖像風格混雜



三、後設小說

 特殊書本編排

 文字與圖像的競爭性論述

 互為文本關係

 可產生多重意義



四、The Short and Incredibly 

Happy Life of Riley. 

 故事中的人，沒有名字。

 用比較兩者的方式來敘說，讓讀者體會。

 讓讀者用自己的經驗來說明。

 以電腦繪圖技巧調整歷史名畫。

 文字體

 無

 出現歷史名畫

 成人也喜愛這本書的不同意義。



五、文化考古

 兩項重點：圖畫書內容以及讀者反應

 在圖畫書上：結構、後設語言、圖文關
係等

 在讀者上有：質疑文本、指出作者用意、
信念證成、類比、表現後設認知的可能。



六、文化考古的工具

 分析圖像與文字相關的工具。

 讀者運用分析工具後，對圖畫書的反應。

 認同圖畫書具有文化上、歷史上的意義。

 學生的回應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建構，而且後
現代會運用到後設小說的機制。

 帶有分析的、批判的方式看待文本與真實。



七、後現代考古

 書籍設計的物理特性。

 文字的讀本

 圖像的讀本

 書籍中的主題如何透過這些設計的方式
被理解。



七、後現代考古

 這本書是在怎樣的社會、經濟、政治中
的氛圍生產出來的。

 對於創作者的生平與理念。

 閱讀這本書後可能有的回應。

 本出版的特有商業起因。



八、四種閱讀模式

 解碼模式：符號使用

 發覺意義：意義詮釋

 文本使用：如何使用

 文本分析：文本出現條件以及影響



九、考古的細部內容

 步驟一，如前列方式

 步驟二



九、考古的細部內容

 書的形式

 大小、形狀

 圖像編排方式：跨頁

 頁面安排：

 字體



九、考古的細部內容

 圖像

 風格與媒材

 電腦製作

 圖像元素

 平衡

 其他圖像元素



九、考古的細部內容

 書寫

 文字特性

 風格

 文體



 步驟三：確認後現代圖畫書的價值，必
須回應以下三項問題：



後現代圖畫書的意義是什麼以
及如何表現？

 你看這本書的目的為何呢？

 書編排與意義的關係？

 在其他書中有看過這些特性嗎？

 你有相關經驗嗎？

 圖文關係？

 有互文性嗎？

 有其他可能的意義嗎？



後現代圖畫書如何表現意義以
及誰是使用者與目的為何？

 提供對文本的意義

 不同讀者使用這些後現代特性的目的？

 使用這本書的其他可能？

 檢驗書籍編排與意義的關係？



後現代圖畫書的由來以及檢驗
方式，並對這世界的關係？

 主題如何被發展的呢？

 這反應了社會中的什麼呢？

 反應的結果和文本中的結構有怎樣關係呢？

 你個人的意識形態、價值觀是否也在這本書
中被呈現或引發呢？

 你認同書中的那一部份呢？



後現代圖畫書的由來以及檢驗
方式，並對這世界的關係？

 書中的信念或態度是由那一部份來支持呢？

 這書出版的可能原因？

 找出書籍的出版者相關資料。

 找出作者、插畫者的相關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