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本名吳其鴻，因為收留了一隻遊蕩在東北角海邊的流浪狗，成為海狗

的房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碩士，於兒童產業服務多年，曾任《小騎士》親子

雜誌創刊主編。喜歡讀繪本、寫故事、說故事、教人說故事；現為繪本閱讀推廣

者、故事師資培訓人、故事作者，經營繪本賞析部落格：海狗房東的繪本書櫥。

「繪本」一詞來自日本，也可稱為圖畫書。一般認為繪本是孩

子的讀物，直覺歸類為「童書」。其實不然，儘管繪本的篇幅少、故

事結構簡單，甚至還有無字的繪本，但在極為有限的紙頁上，繪本往

往能展現出不可思議的力量；某些繪本的美，能為讀者開啟嶄新的視

界；某些繪本的幽默，能為讀者的生活加入微妙的滋味；某些繪本奔

放的想像，能引領讀者在腦內進行一場小小的冒險，讓僵化的思考體

驗到自由、萌發新鮮的創意。

更重要的，繪本是故事的一種表現形式。好的繪本，能涵納豐富

或深刻的意象和隱喻，在人生中的某些關卡，無論是生活的小事，或

是生死的大事，能夠給讀者一些啟示，和一些自我療癒的力量。

要仔細介紹具有療癒特質的繪本，一篇文章的長度絕對不足，因

此，本文僅從「生活小事」和「生死大事」兩方面介紹適合的繪本。

從「日常」到「無常」，芸芸眾生的煩惱如恆河沙，繪本雖然不是解

藥，在關鍵的時刻，卻也能讓人稍微心開意解，在煩惱的火宅中，找

到一處清涼的庇護。

生活小事的療癒繪本

（一）以想像力消解生活中的小苦悶

塞車是大人望之卻步、視為畏途的一件事，被困在路上難以動

彈，是非常不愉快，甚至煩悶的生活經驗；但是在《塞車》這本繪本

裡，有豐富想像力的孩子，同樣在車陣中卻能擁有迥異且綺麗的「視

界」。對書中的小女孩而言，雨夜裡塞車的高速公路，情境彷彿在深

海裡：綿延的車燈，像是美麗的珍珠項鍊；排解事故的國道警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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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靠的大鯨魚；而收費站、閘道口，則像是發光海螺佯裝的海底電梯。

這樣的繪本，邀請讀者轉換心情，以想像力重塑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就算閱

讀的當下，不在動彈不得的路上，也能在心田種下一顆種子，開始練習：未來面

臨煩心小事造成無明情緒的裂縫，更有機會可以借力於想像，跳躍過去。

（二）有失亦有得，隨緣即歡喜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說得容

易，但面對有所失、求不得時，心裡還是苦悶

難耐。其實這類主題的繪本頗多，不妨透過繪

本故事，童趣或幽默的情節，比「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這樣一句話更教人容易會心一笑；

無論大人或孩子閱讀此類繪本，都多了一個心

靈鍛鍊的機會，學習如

實接納生活中的得失。

例 如 ， 在 《 下 一

站，紅氣球》裡，一行

人始終追不上越飄越遠

的紅氣球，卻在最後一

起欣賞到天邊巨大的、

像紅氣球一樣的夕陽，

心境一轉，得到無與倫比的美感體驗。至於氣球，就任它飛吧！在《傑布龍的紅氣

球》裡，主角的氣球飛走了，卻在尋找的過程中，獲得無價的友誼。

其他像是《今天運氣怎麼這麼好》《貓咪的數學題》等，則是用非常詼諧的

故事，為讀者演示無論得失，隨緣歡喜最是難得。

生死大事的療癒繪本

（一）好好說再見，是給自己與親友最後的禮物

《傑布龍的紅氣球》書封（由水滴文化提供）

《傑布龍的紅氣球》內頁插圖（由水滴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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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小事到生死大事─談繪本的療癒力

無論是無憂的童年、豐美的青壯年、遲暮的老年，或是任何一個生命階段，

都可能要面對死別。臨終之時，若可以從容而有尊嚴地準備踏上另一段旅程，是

最難能可貴的了，《豬奶奶說再見》就很溫柔地

呈現這個階段最美好的樣貌。

病了一陣子的豬奶奶，忽然起身梳妝出門，

她對孫女說：「今天有好多事要做，我得準備

好。」豬奶奶辦完該辦的事，和孫女一起去散

步，用眼耳鼻舌身，記得世間的美好；最後，才

在孫女的懷抱中安詳長眠。這本作品雖有淡淡的

感傷，但卻能提醒讀者，最該提起的是對美好生

命的珍惜之心，珍惜卻不執著，對於死亡的疑

懼，才能從容放下。

另一本中文版版權洽談中的Grandad's Island（暫

譯為《爺爺的天堂島》），又給讀者不同的啟發。這本作品，乍看與死亡無關，讀者初

讀時，會以為只不過是一段特別的旅程，但死亡就是一段特別的旅程。爺爺帶著

孫子航海去看他心中理想的天堂島，並且選擇永遠留下，讓孫子自己回家。這段

奇幻的旅程，暗示了讀者，對自己下一段旅程多一些想像，並提早將這些想像與

親人分享，當大限到來，他們才不至於驚慌失措、過度哀傷，因為他們也能夠想

像，逝者去了他最想去的地方。

（二）留下的人，如何繼續生命的旅程

《獾的禮物》算是此類繪本中的經典代表。年老的獾，料想自己不久於人

世，牠在睡前留下一封信，給森林裡所有愛他的動物們，便在睡夢中安然離世。

動物們發現這封信：「我到長隧道的另外一頭去了，再見。」因為傷心，所

有的動物都度過了一個更加寒冷的冬天；春天再來臨時，動物們開始回憶老獾對

牠們的種種照顧、教導和疼愛，發現點點滴滴的回憶都是快樂且美好的，像是老

獾留給牠們的禮物。

這本作品，並沒有因為篇幅短，就刻意簡化、淡化、美化驟然面對死別的當

《豬奶奶說再見》書封（由台灣東方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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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動物們一開始還是陷入深深的悲傷，但悲傷會沉澱，歲月會淘洗出記憶中每

一段美好的緣會，讓悲傷轉化為感激與懷念，重新給我們繼續前行的力量。

另外，《跳舞》這本繪本主要內容是描繪父親對掌上明珠的愛。乍看書名，

完全無法預料此書也觸及到與親人死別的主題。面臨死別時，被留下的人，除了

懷念、感謝，還能如何繼續往前呢？在書名上，就已經給了讀者一個暗示。

疼愛女兒的父親，將熱愛跳舞的女兒呵護長大；在她人生許多日常或重要的

時刻，例如開始學舞、上台表演，女孩沒看見的爸爸，其實都在身旁或在幽暗的舞

台下，帶著微笑，靜靜關注著她。直到爸爸老了，臨終之時，女兒傷心地說：「在

我心中，每一支舞都是為你而跳的，如果失去你，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跳舞？」

爸爸的最後交代，仍要女兒繼續跳舞。爸爸走了，女兒走出房間，再為爸爸

跳一支舞。整個故事在本書反覆出現的這幾個字上畫下句點：「雖然她沒有瞧見

爸爸，她的爸爸卻一直看著她。」

原來，面對死別，被留下的人，還可以「跳舞」啊！愛你的人離開了，他一

定希望你前行的腳步，不是哀痛沉重，還能夠翩翩起舞。

雖然此文以「繪本的療癒力」為題，但實際上，並沒有繪本會直接標示具有

療癒功效；多閱讀，就更有機會遇到好的繪本，在它們的書頁裡，無論文或圖，

都有一扇又一扇特別的門。如果有機會推開它們，你會發現，面對再複雜難解的

生活課題或生死大事，原來還有比無明煩惱、執著陷溺更好的可能與選擇。

還覺得繪本是兒童的讀物嗎？人生可苦可樂、生命可長可短，繪本，也是可

大可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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