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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案報告

日期：2019.04.20（六）18:30 - 21:30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西卡博廳 

講者：洪文瓊 教授 

講題：臺灣圖畫書發展史解構



洪⽂文瓊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退休，在⼤大學中負責開授兒童⽂文
學、思維與寫作、多元識讀、國語⽂文教材與教法、實⽤用⽂文體、書刊編
輯等課程。 退休後致⼒力力於臺灣鄉⼟土童書的研究與推廣。 
 

講者簡介



 

 

講座由兒文所黃雅淳老師策劃， 
邀請洪文瓊教授分享相關講題。

以兒文所臺北在職碩士班為參與
對象，探討臺灣圖畫書發展史。

教授引導思考治寫圖畫書史涉及
些了哪些界域。

以史事、史書與史學三觀點來評
析，各有不同治研方式。

演講實錄



 

 

「圖畫書」在不同國家用詞不
同，須界定其閱讀對象與定位。

就臺灣而言，「繪本」近年逐漸
取代「圖畫書」一詞用法。

演講後，同學們也踴躍與教授分
享想法，釐清心中疑問。

教授分享圖畫書史的界定，有許
多專業的素養需要兼顧。

演講實錄



演講心得

林宜君 
洪文瓊老師是我們在《臺灣兒童文學史》第五章將要認識的重要人物，能現場聽到在兒文
界如此重要的人物演講，感到無比開心!透過老師的開場對臺灣兒童文學的歷史有更多的認
識，原來《兒童日報》對台灣兒童文學界的影響之多，其中培養的新秀包括：賴馬、邱承
宗、郝廣才等人，即使將雅淳老師的種種補充玩笑為吹捧，但這都顯現老師對於臺灣兒童
文學的執著與建樹，再次感到佩服。 
透過演講《「臺灣圖畫書發展史」解構》，首先對於「史」有清楚的了解，對於定義和界
域需有明確的範圍，才能有效聚焦討論，這對於之後的論文準備很有幫助。談到「圖畫
書」和「繪本」這兩個詞彙之異同，這也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分不清的詞彙定義，很期待洪
老師能將其爬梳付梓，讓我們有更多的收穫。

謝春貞 
好高興可以見到洪文瓊老師，是一位見證兒童文學史整體發展的國寶級老師。 
老師分享了撰寫臺灣圖畫史的過程，從史料的收集，整理，需要考量許多的問題與觀點，
更讓我佩服老師專業素養及史學素養的深度和廣度。 
老師提問好多我們熟悉的詞彙，該不該納入臺灣圖畫史? 
圖畫書和繪本相同嗎? 
故事內容是公主與巫婆算是台灣文學嗎? 
作家是臺灣人,繪本是外國人，可以納入臺灣兒童文學史嗎? 
幾米說自己的圖畫書是給成人看的,但卻被誠品和大陸歸類為兒童圖畫? 
我心中好多答案，好像對又好像不對?我彷彿患了選擇困難症，難以客觀的下定論。 
這幾年我帶著學生閱讀許多圖畫書，但圖畫書幾乎都是過外翻譯的，圖中的背景街道是國
外的，畫面中的角色是外國人，動物是國外的品種，讀完後，對自己周遭發生的事物，似
乎無法轉化，離生活好遠喔！期待台灣作家能夠寫更多給台灣孩子看的故事，讓我們學生
不跟生活脫節。 
聽了老師說兒童日報的辦報過程，可惜的是現在停刊了。教育局一直在推讀報教育，國語
日報 常被當教材，但報紙比較適合高年級閱讀，如果兒童日報還有出刊，我想讀報教育
一定能向下紮根。  
很感佩老師捐出100萬當獎金，這拋〝金〞引玉，讓後輩對兒童文學能發光發熱。老師的
風範贏得我們深深的尊敬。 
謝謝雅淳老師的安排，我收穫太多了！

鄭欣怡 
讀完文瓊老師的論文，以及對文瓊老師側寫的文章，我覺得老師對於兒童文學史的架構方
式，真的很獨樹一格。在讀老師的論文時，不禁會想，以前我只會用史料、時間的方向，
做史的建構，沒有想到用出版史或生態的角度去切入，因此會思考如果是我，我能做什麼
樣的創新呢?聽完老師演講之後，覺得能以這樣的高度作撰寫，是由於老師對於做兒文史的
認真態度，以及豐厚的評析能力。 感人的是，老師無私的奉獻，除了付出時間推動兒童
文學研究前進外，更是將金錢也拿出來做獎勵與運用。另外老師帶了許多絕版的兒童文學
作品，充滿濃濃的懷念情感，更讓人感受到，好的作品，是值得收藏許久的。 後提到圖
畫書語繪本之”爭”，也是耐人省思，先定義，而後論述，覺得這樣的書寫方式，對於寫
論文很有幫助呢!老師對於兒童文學滿滿的愛、熱忱，謝謝老師給我們上的一課。



吳淑慧 
老師博學多才，累積豐厚的學思經歷，曾創辦臺灣第一份以兒童圖書與教育為主題的專業
雜誌「兒童圖畫書與教育雜誌」。持續六年策劃「慈恩兒童文學研習營」內容有綜合營、
童話、唱唸兒童文學、少年小説、圖畫書、編輯企劃等內容，參加的學員中，後來多有在
兒文界嶄露頭角，老師對兒文界的培育貢獻實在非常大。 
更讓人感動的是，老師捐出策劃創辦「兒童日報」的創報費100萬圓，給予創設「大專院
校兒童文學研修獎助金」，鼓勵更多人來研究兒童文學，還謙虛豁達的說：「要名也要利
嗎？要懂得捨，一個人怎能名利都要。」其實他背後應該是對於兒童文學界更多的期待與
大愛。 
老師從史的涵義（史事、史書、史學），詳細的解說，再帶入「臺灣圖畫書發展史」的界
定，一步步的剖析帶領我們進入深層的思考，更藉此讓我們釐清一些觀念。 
今天的收穫非常多，雖然已經碩一下了，但感覺兒童文學的領域像海洋一樣的遼闊，論文
該如何完成，題目又該如何訂定？或許可以借用老師對於「史的三義」的界定來找出一點
脈絡。

章靜蘭 
洪文瓊老師4/20當晚，風塵僕僕從高雄北上，拉了一整皮箱的圖畫書及著作與大家分享。
其長者、學者之風範，以及保持一貫誠懇的笑容，使人如沐春風，崇敬不已。 
洪老師述及由光復書局於1988年創刊的兒童日報，邀請老師擔任創刊總編輯。這份報紙是
臺灣解除報禁後第一份真正兒童專屬的日報，對臺灣的兒童文學發展具有「指標性」及
「歷史」意義。主因它為兒童文學界帶來創新，報館更採「兒童文化」編輯政策。除總編
輯，一律聘任剛畢業的新手，當時的總編輯洪老師，使兒童文學的創作由大人教導小孩這
種關係，提升到大人與小孩兩個人平等的對話，對兒童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洪老師為我們演講的主題是「臺灣圖畫書發展史解構」。在我國八O年代的童詩熱潮結束
後，乃由圖畫書取而代之。九O年代圖畫書是 熱門的出版品，老師以「立史」的精神，
解構圖畫書從九十年代為什麼能在台灣造成風潮？其發展脈絡如何？圖畫書整個發展如何
分期?圖畫書與繪本之名稱及實質意義相同嗎?在在開啟大家的思考模式，引發陣陣漣
漪…… 

范瀞文 
現在深陷論文方向迷惘的我，聽到洪文瓊老師對於臺灣圖畫書史的層層分析，讓我看到身
為一個研究者，要用什麼樣的思維去解析與判斷史料，根據史料來說話。人是主觀的，而
史料也是包羅萬象，如何選擇史料、如何取捨是身為研究者的專業。 
專有名詞的界定，也讓 近正在上繪本的我重新反思，什麼是繪本？什麼是圖畫書？我們
常常使用一些詞彙，但卻很少去思考為什麼會用這些詞彙，他們是由哪來的？每個人對這
些詞彙的定義都是一樣的嗎？身為教育者的我是不是更要有主動求知的動力？透過老師清
楚的邏輯，及分享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要如何處理，讓我對事物的思考角度更立體，不再
只是線性、平面的思考，更要從不同的方向去挖掘事物的多重面向。將老師的思考模式套
入我想研究的客家兒童文學，或許論文有點輪廓出來了。這是場很有意義的演講分享。



 

郭嘉儀 
洪文瓊老師不單單是一位國寶級史家，更是對兒文界充滿熱愛與責任心的前輩。從一開始
的史觀建立，到兒文報社的轉變、兒文界使用名稱的討論， 後對於兒文界的期待討論
等，赫然發覺同學們皆露出微笑，仿若感受到深厚的內力源源不絕地萌發，要迅速練成秘
笈之感。但愚笨如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卻不是讚嘆，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因為即
使老師歷練豐富至此，他在臺上分享的每一句話，完全沒有憑空揣測，句句使用證據的歸
納，字字展現對史料的探求，我看見一位偉大的人物對自己熱愛的事物，表現 專業的分
享與評析，因此對於自己的不足與自大感到抱歉。實不相瞞，我連圖畫書和繪本的差異，
完全憑直覺，又怎能稱得上一位研究者呢？省思過後，除了回味整場講座的菁華，我希望
我可以更努力建立自己的史觀或史論，畢竟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見解，但如何讓人信服，我
想是我們這群兒文界新生的 大挑戰！

武維香 
以「臺灣圖畫書發展史解構」為講題，這一場演說不只讓我們重新思考圖畫書的存在意
義，與兒童文學今昔現況，從洪文瓊老師身上，我們更見證了身為學者，治學為人的泱泱
風範。 
我們習慣以讀者的角度看一本史書，那是豐富的史料，有著我們來不及參與的回顧與紀
錄，然而洪老師帶我們從寫史者的角度看待史學，讓我們重新思考一本史書的誕生，所要
累積的種種條件與能量，從史學切入角度、主客觀精神、研究方法都是決定一本史書價值
好壞的判斷依據，何其有幸臺灣兒童文學有他這樣的中流砥柱，讓臺灣兒文史有更清晰地
呈現。老師就像有腳書櫥，移動的臺灣兒童史學博物館，尤其，他始終站在教學現場的前
線，退而不休，傾其一生繼續演說寫作，無私的付出令人敬佩。

黃珮雯 
當自己小組報告負責經濟起飛前的台灣兒童文學史後，了解到台灣兒童文學的承先啟後，
又在後一周見到了洪文瓊老師，見證了台灣兒童文學不斷成長的歷史。洪文瓊老師給予我
們他一生豐富的兒童文學出版經驗，在他辦報出版兒童文學的分享中，能了解到他對兒童
文學的熱情，在字裡行間的故事文字中的堅持與謹慎，代表著他尊重兒童文學、兒童文
化，並也願意無私的奉獻在兒童文學的領域中，使其茁壯成長，我們才能接著這些前輩們
繼續學習。 
洪文瓊老師在座談時分享了一句話是，「一個人如果名和利都要有，那是不可能做得了事
的。」這句話給我很大的迴響；台灣人有句俗語：「歡喜作，甘願受。」通常都是遇到不
如意時安慰自己的。不過在證嚴法師的靜思語就有一句：「甘願作，歡喜受。」只是把文
字重新排序，卻有不同的意境。假若我們只有物質慾望，心理不見得會踏實快樂，但我們
發自內心的去喜歡兒童文學、充實自己的內在涵養，在其中得到無限的歡喜。 
在座談中與我們一同討論繪本與圖畫書的差別，在場有許多不同的聲音與看法，在從老師
的解說和歷年書籍調查分析下，更能明確了解目前現今的發展狀況，能感受到老師的用
心，並如海洋中的貝殼一樣花了許多時間與精力培育出完美無瑕的珍珠，並分享給我們大
家。



汪仁雅 
非常期待洪文瓊老師以「臺灣圖畫書發展史解構」為講題，從史學的角度與高度來剖析圖
畫書的發展，針對幾個重要定義的釐清與再思考，重新探問圖畫書（繪本）的特點與界
域。老師不單研究功夫做得深廣，務實的出版推動的經驗與貴重人品更是令人敬服，整場
演講發人深省。 
這幾年因為工作需要，必須大量閱讀圖畫書，每每與讀者面對面，都感受到深切的疑惑與
擔憂，源自於對圖畫書光譜的陌生、教養目的論的游移、人云亦云的焦慮。繪本熱潮似乎
不減反增，需要兼具深厚度的研究支撐與延伸，更重要的是後續出版的視野與專業，都必
須奠基在對圖畫書的研究與理解之上，尤其是臺灣圖畫書這個區塊需要投注更多心力，釐
清場域與定位，才不至惶惶然不明所以。 
意猶未盡的是沒能聽到圖畫書的發展與歷史，期待老師的書能快點問世，在解構與建構的
歷程中，為圖畫書發展史爬梳出一番的偉景與方向。

廖之瑋 
我私以為，洪老師是一座兒童文學的移動城堡，能聆聽這一場關於「臺灣圖畫書發展史」
的演講，不僅止是南到北的距離，而是望塵莫及的高度。老師親切的口氣，說出來是確如
金字塔般的字句，用出版的角度來看圖畫書的發展，其實對於從事編輯以及文字工作者的
我來說，格外的有感，所以不停地點頭。 
洪老師對於臺灣兒童文學史的觀點與看法，因為他豐富的經驗，所以與我們 常見的說
法，有些出入，但這個出入是令人興奮的；如果只是被動的接受，那我們只要閱讀跟相信
書本就好。洪老師讓我們學著去了解定義、學習定義，也質疑定義。思考是一件有點令人
頭疼的事情，但是有人願意引導我們思考，是幸運的。「圖畫書」跟「繪本」的定義還沒
有十成十的確定，臺灣兒童文學的範圍界定也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範圍，但是我們在思考定
義的同時，同時都在這個地方存在。

林爾萱 
洪文瓊老師兒童業界相關的豐富閱歷讓我十分期待這場演講，從立史者的角度觀看
臺灣兒童，老師提出的層次與脈絡有助於我們更有架構的爬梳歷史，給予我們在整
理自己的論述時有個仿效的對象與典範。 
對於「圖畫書」與「繪本」兩者指涉是一樣的嗎？老師拋出這兩者的用詞問題與我
們討論，大家的切入角度與面向不盡相同，沒有所謂的對或錯，甚至到現在仍有模
糊地帶與爭議。但是老師用歷史的角度呈現，拿出證據論述，從語義源頭開始談及
同義異詞，再舉業界與學界使用的情況，讓觀者能從介紹中更能了解圖文書的光譜
脈絡。歷史的照片與表格會替大時代的背景說話，一部紀錄片光有好的史料是不夠
的，也要有好的導演建構、爬梳、解構，洪老師說話詼諧有趣卻不失嚴謹的態度看
待歷史，令人折服。



林郡瑩 
進入兒文所之後，開始發現這片土地的遼闊，未知的資訊永遠比已知的多少好幾倍，追也
追不上。今天很榮幸能夠參與洪文瓊老師的演講，國寶級的史料人物不藏私的分享他的所
見所聞，在聽演講時從滿滿的笑容裡，感受到老師滔滔不絕的熱誠，感染了整個教室的氛
圍。在演講的過程中，老師讓我們進行更深一層的反思，發覺自己的不足，對於兒童文學
的了解與定義，我們似乎都以既有印象的觀點來判斷，但真正坐下來探討深究時，才發現
有多少的不確定浮現在眼前，老師拋出來的問題瞬間語塞，思索不出一個「答案」，不過
更令人感動的是，面對問題時，老師試著去考究探索、蒐集資料、邏輯分析，求知的慾望
讓人敬佩，能有今天的成就絕不是僥倖，而是滿腔的熱血與全心的投入，終身研究的態度
是我們的精神典範。

徐世棻 
「史」一直給我嚴肅的學習經驗與感受，即便套上了「兒童文學」四個字，也顯得艱澀。
洪文瓊教授為大家解構「臺灣圖畫書發展史」，透過例子舉證，也許是因為在童書出版業
工作，對於編輯與出版有一定的認知和經歷，教授的引導打破了「史」的疆界，如「圖畫
書」與「繪本」一詞的指涉，也正是之前公司出版第一本繪本時，自己曾思考過的問題，
即使臺灣市場對繪本的定義與位階仍非十分精確，但經過這樣的引導思考，也讓自己學習
從不同角度去觀看兒童文學史，學習客觀，勿帶入主觀的判定，我想這也是身為童書編輯
重要的功課之一。在廣袤的兒童文學海中，擁有這般地位的學者願意出一分心力持續推廣
與研究，深感敬佩，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洪教授會為臺灣兒童文學史爬梳出更清晰的史
料。

黃詩雅 
史，點滴時刻與事件匯聚成河，時而磅礡洶湧，卻是涓涓細流；解構，經拆解、剖析後，
方能看見 真實的史。 
本次演講的講者──文瓊老師，是我十分敬佩的教授，他的點評、立論總是能一語道破，讓
人豁然開朗、茅塞頓開，其功力源自於以嚴謹的態度做學問做研究，秉持著實事求是的精
神蒐集資料進行佐證。因此，在研究台灣的圖畫書發展史，老師讓史料自己說話。 
老師提到──研究台灣圖畫書發展史之前，應先明確指涉界域，納入研究範圍與否及其理
由，將史料進行梳理分析，方能進一步釐定出歷史分期之特色，而 重要的，正是立史者
本身具備的專業史學素養：史觀與史識，須明確交代立論，加以舉證說服，同時亦點出場
域和作品身分問題。老師也帶著大家深入思考「圖畫書」、「繪本」二詞，更整理出數十
年來出版社、學術界使用的發展變化。 
任一空間的任一時刻，人事物都在創造著史，屬於他們本身，屬於這個當下，屬於此一時
空存在的足跡。感謝文瓊老師帶領我們探尋台灣圖畫書的發展史，寫下我們解構的歷史。
期許自己待人處事、做學問，能時時以客觀立論。



馬詠如 
和藹可親、博學多聞的洪文瓊老師以宏觀的角度探究分析影響臺灣圖畫書的發展因素，從
史的涵義看臺灣圖畫書發展史的指涉界域，讓我對史的三義、史的基本素養及文學史良窳
的判準有清楚的認識，就圖畫書的界域問題，洪老師不忘帶領大家思考圖畫書與繪本的定
義與用詞、圖畫書與繪本在兒童文學與圖書中的位階、圖畫書與繪本是文體還是文類？圖
畫書的類型界域與特徵？及如何辦定識不識如畫書？關於「圖畫書」存在著好多的議題好
多的問號，等待我們去探究與解構，感謝洪文瓊老師遠從高雄北上為臺北班的同學注入新
的視角與思維，也謝謝雅淳老師細心的安排。

李育倫 
身為編輯，能聆聽兒童文學界重要前輩洪文瓊老師的演講，真是萬分榮幸。 
老師從出版史觀的角度來透視與解構臺灣圖畫書的發展史，講述到《兒童日報》創刊到停
刊等出版經驗，令我特別有感，相當欽佩與感念老師為臺灣兒童文學所做的貢獻。 
幾個有關「圖畫書的界域問題」和「臺灣的身分辨識問題」的大哉問，令人不禁自省自己
在編輯工作上是如何界定，有沒有誤用過？內心的小劇場不時翻騰交戰著。這也反映出台
灣童書出版界翻譯用語的亂象，。 
看著老師至今以來為研究所收集與整理的詳細出版資料，一本本的書籍封面閃過眼前，霎
時忽然發覺小編如我，不也正在參與著臺灣兒童圖畫書的出版歷史！望著老師退休後仍持
續不斷的做著研究的工作，繼續在教育前線培育後進的身影。期許自己能將這份自覺轉化
為動力，臺灣兒童出版盡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