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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上路—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功能與意涵

中文摘要

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腳踏車，近年來又重新在全球帶動一股單車熱潮，它從

童年的回憶搖身一變為現代成人的休閒、時尚指標；而專為兒童創作的圖畫書近

來也成為成人世界裡熱門的商品。腳踏車與圖畫書這兩項看似簡單的物品，卻都

蘊含著不凡的力量，古老又時髦的腳踏車已走過二個世紀的風華，當它走進圖畫

書裡，又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究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象徵意涵，但為了細究其內在意

涵，必先探究其起源、演變以及外在功能。在檢視圖畫書中的腳踏車後，筆者歸

納腳踏車在圖畫書中呈現的四種外在功能分別是：遊戲工具、交通工具、工作工

具以及休閒工具。此外，腳踏車在圖畫書中還蘊含了童年往事（成長的喜悅、友

誼的媒介、純真的夢想、自由與冒險、情緒的轉折）、親情橋樑（親子、祖孫、手

足）、往日情懷（懷舊憶往、過氣物品）與情境暗示（故事背景、營造氛圍、人物

特色）等象徵意涵。

不論在現實的世界或是圖畫書的國度裡，腳踏車都不僅僅是「一輛車」而已，

它兼具多種功能，且蘊藏著豐富多元的社會文化意涵，解析圖畫書裡腳踏車的意

涵，不僅能增進閱讀圖畫書的樂趣，也有助於擴展閱讀的視野。圖畫書也可以成

為腳踏車的運動場，只要不斷地向前行，就能在其中馳騁，發現無限寬廣的世界。

關鍵詞：腳踏車、圖畫書、象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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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cycle Starts off – Its Functions

And Connotations in Picture Book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icycles surged up again in the whole world, bringing back more

than 200-years of history. It changed from the childhood recollection to the modern

adult’s leisure target. Meanwhile, the picture book which was created specifically for

children also became a popular commodity in the adult lifestyle. These two items,

resembling each other and looking like simple goods, actually also contain an

uncommon power. The ancient and fashionable bicycle has gloriously survived through

two centuries. When it enters the world of a picture-book though, what appearance will

it presen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more thoroughly the implicit meanings of the bicycle in

picture books, the writer must inquire its origin, evolution, and explicit functions first.

Four different explicit functions are presented in the picture books: Game tool,

transportation vehicle, work tool, and leisure tool. They implied four types of

connotations: past childhood events (joy of growth, friendship medium, pure dream,

freedom and risk, mood transition), kinship connections (parent-child, grandparent and

grandchild, siblings), the good old days (down memory lane, out of fashion goods), and

situations (story background, atmosphere setting, character personality).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in reality or in the picture book; the bicycle is usually not

only “a vehicle”, but holds many functions and symbolizes rich multi-social cultural

meanings. By unfolding these connotations, it will help to promote our pleasure of

reading picture books and expand our field of vision. Furthermore, picture books can

serve as the playground for bicycles. As long as we keep on going forward, we may

enjoy the speed and discover the enormous world within.

Key word: Bicycle, picture books,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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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台灣自行車之父」也是捷安特董

事長劉金標，因著電影「練習曲」中的這句話，讓73歲的他決定排除萬難騎腳踏

車環島一周。15天後，劉金標完成環島壯遊，他發現自己變得更年輕、更開朗、

更有自信，並且能面對更大的挑戰。劉金標的環島行已引發許多正面迴響，更激

發許多人加速實現環台夢，台灣騎乘腳踏車的風氣正逐漸在這座島上蔓延開來，

以腳踏車環島似乎也成了一種流行的儀式。

除了「練習曲」中的聽障青年在大學畢業前，騎著腳踏車獨自完成逆時針的

環島旅程；另一部電影「單車上路」中的三位主角也是騎著腳踏車在蘇花公路上

相遇、相知；這兩部公路電影不約而同都選擇以最簡單、最孤獨的交通工具來紀

錄主角的旅程，以腳踏車特有的速度帶領我們的心去感受周遭的脈動，同時也開

闊了我們心靈的視野和深度。是腳踏車的輕裝簡便，決定了主角的停留與靠近，

在有限的體力中，單車旅行其實有著最大的可能性，腳踏車可以讓我們用不一樣

的視野和速度來看這世界。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腳踏車也曾經陪伴著我度過多年的生命旅程：退休的阿公每天騎著黑色的鐵

馬載我上托兒所，是我對腳踏車最初的記憶；上小學後，在爸爸的鼓勵下，我終

於在跌跌撞撞中學會騎腳踏車，這一刻是童年裡最令人難忘的記憶，第一次可以

獨自駕馭的成就感，讓我有了成長的喜悅，陪我完成這第一個成長儀式的是一部

黃色捷安特；接著是藍色淑女車陪我度過小學至高中的求學生活，高中畢業後，

隨著我離開家鄉到外地求學，它也正式功成身退，雖然對它有著深深的愧疚，但

它終究也只能在我的記憶裡逐漸凋零。到了屏東念大學後，一輛二手車取代淑女

車帶領我騎向下一段人生旅程，遺憾的是，大二時有了可以上山下海的摩托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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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又漸漸忘記它的存在，再一次，我遺失了一輛腳踏車。大學畢業後來到台北工

作，擁擠的街道讓我和腳踏車暫時斷了線，每每看到在車陣裡辛苦穿梭的腳踏車

騎士，都忍不住為他們捏把冷汗，在城市裡要自在的騎腳踏車竟是這樣困難的事；

直到來台東進修，琵琶湖的湖光山色又重新喚起我對騎腳踏車的想望，於是，我

又擁有了一輛腳踏車，這一次，我終於可以體會在大自然裡騎車的舒暢，在鳥語

花香裡享受每一次迎風而行的時光。

這是我和腳踏車之間的五段情誼，對我而言，腳踏車不僅代表了童年回憶，

更是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它載著學生時代的我穿梭在不同城鄉的大

街小巷，也載著我穿越時光的長廊，承載著我每個階段的成長。當我回顧童年往

事，彷彿又看見腳踏車在我每一段生命軌跡裡，都留下鮮明的足印。每個人的成

長過程大都和我相似，有著腳踏車在一旁安靜的陪伴，擁有一輛腳踏車也是大部

分人這一生的第一個願望，然而，隨著年紀漸長，只擁有腳踏車已經不能滿足我

們日漸壯大的慾望，於是，我們的願望開始更改為擁有一輛摩托車，然後是汽車，

最後可能是一架飛機。一路陪伴我們成長的腳踏車最後卻只能留在褪色的童年回

憶裡，令人惋惜。

不過，腳踏車是最特殊也最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交通工具，因為當機械文明剛

起步的時候，它曾是工業化的起點，而在科技昌明的時代，它一度因為汽車的快

速進展而黯然失色淪為貧窮的象徵。然而，自從工業革命後，全球的科技文明快

速發展，開始對「速度」的追求，人們開始過著匆忙、充滿壓力的生活，卻也帶

來更多污染及疾病。直到二十世紀的七O年代，能源危機、環境污染等問題開始衝

擊地球，使得不浪費能源、不造成污染的腳踏車又再度風行起來。

近年來，強調愛地球、重視環保與身心健康的樂活族，喜愛腳踏車沒有噪音、

空氣污染，能讓身心健康的優點，重新帶動起騎腳踏車的休閒風潮，讓腳踏車進

入休閒、運動的時代。台灣開始有眾多的單車俱樂部，騎車環島、海外單車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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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成了熱門的休閒活動；台灣的中小學也在 2007 年起開始實施「自行車教學計

畫」，由各校自行調配時間教學生騎腳踏車
1
；英國人更認為腳踏車讓個人交通方

式改變，拉近了社交距離，改變了社會。英國BBC 電台在 2005 年做了「1800 年以

來最佳發明」的問卷調查，結果得票率佔 59%的腳踏車榮登榜首，大幅領先僅佔

8%位居第二名的電晶體高達 51%
2
。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腳踏車已不再代表窮

困，而是一種生活品味的象徵，知名時尚品牌打造一款擁有自己 Logo 的腳踏車已

成為趨勢，高級房車 BMW、Audi、Infiniti，以及 HERMES、CHANEL、ARMINI 等

精品業者也都積極投入精品自行車銷售
3
。

腳踏車從童年的回憶搖身一變為現代成人的休閒、時尚指標，另一項原本也

象徵童年的物品，近年來同樣成為成人世界裡熱門的商品，這項出版界的新寵兒

就是圖畫書，它的另一個名字是「繪本」。圖畫書具有輕鬆易懂的特質，所以創

作者長期以來多鎖定兒童為主要讀者進行創作，但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成人開始

接觸圖畫書，從幾米的作品深受成人讀者的喜愛後，國內書商更紛紛推出一系列

以成人為訴求的繪本創作，甚至還出現了「成人繪本」這個專有名詞。幾米的成

功連帶使繪本這個一向只專屬於兒童的出版品受到關注，同時也創造出更多新的

可能。繪本不僅在台灣持續發燒，日本的報導文學作家——柳田邦男更積極推廣

大人也應該看繪本的活動，他呼籲成人應該在「人生後半讀繪本」、以及「在人生

中三讀繪本4」，從日本引進的這些概念，同時也加速兒童繪本進入成人的生活。

當腳踏車與圖畫書這兩位命運相似且老少咸宜的物品碰撞在一起時，會迸裂

出什麼樣的火花？身世多變的腳踏車在豐富多元的圖畫書裡會扮演著什麼樣的角

色？具有哪些功能？在圖畫書裡，腳踏車又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我決定騎上單

車，上路去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

1
參自楊惠芳，〈自行車教材近日分送國中小〉，《國語日報》，96 年 1月 6日。

2
參自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1/hi/technology/4513929.stm （2007/3/20）

3
參自 聯合新聞網發燒車訊 http://mag.udn.com/mag/car/ （2008/7/4）

4
參自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 著，《繪本之力》，林真美譯，（台北：遠流，2005 年 9 月），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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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二百多年前，剛發明出來的腳踏車只是上流社會拿來炫耀的新奇物品，後來

逐漸演變成民間普遍的交通工具，一度還成為貧窮落後的象徵，但在經歷一世紀

的起伏後，腳踏車再度成為重要的休閒運動工具，這時的腳踏車已不再是代步的

交通工具，而是彰顯身份地位的時尚配件。在這兩百年裡，腳踏車呈現出多種面

貌，它不僅沒有被日新月異的科技所淘汰，反而再度躍升為代表身份地位的象徵

物，腳踏車的韌性不得不令人折服，它可說是最有生命力、也最經得起時代考驗

的交通工具。

腳踏車不僅身世不凡，我們還可以透過騎車時見到的景致體驗生命。雖然腳

踏車只是有著簡單構造的機械，但當腳踏車與人體相遇的那一刻，卻會產生微妙

的變化；圖畫書中的圖與文，像是腳踏車的兩個輪子互相合作，在圖畫書中可以

發掘出一個豐富燦爛的世界，它以最少的字和最少的圖，就能把關於生命的重要

事物，逐一表現出來。腳踏車與圖畫書這兩項看似簡單的物品，卻都蘊含著不凡

的力量，不僅老少咸宜，而且人們從中獲得的樂趣難以計數。古老又時髦的腳踏

車走過二個世紀的風華，當它走進圖畫書裡，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本研究除了欲探究腳踏車的起源與演變，更想探討的是在兼併文字與圖畫兩

種符號系統的圖畫書中，腳踏車除了扮演交通工具這項主要的功能外，還有其他

功能存在嗎？在這些功能的背後，外型簡樸的腳踏車是否還隱藏著更深層的象徵

意義？腳踏車和圖畫書裡的主角又會有哪些互動？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腳踏車的起源與演變。

二、瞭解腳踏車的外在功能在圖畫書中的呈現類型。

三、分析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象徵意涵。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法」，分析近年來出版的圖畫書中腳踏車呈現的功

能與意涵。藉由逐本分析檢視文字與圖畫傳達的符號訊息，結合歷史上關於腳

踏車的演變，嘗試用歸納、分析的方式，探討腳踏車在圖畫中的功能與象徵意

涵。

二、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在文類上是以圖畫書為主要探討對象，在文本的蒐集上，限於時

間，筆者主要以國內出版年代在1980~2008年間，且台灣有翻譯之作品為

樣本，文本中有提及腳踏車或圖畫中有出現腳踏車者為研究對象，共蒐

集到138本（附錄），樣本主要來自書店、兒童圖書館、親朋好友推薦，

但文本的蒐集仍恐有遺漏及不周全之處。

（二）英文圖畫書中所描繪的腳踏車，應與西方社會、歷史、文化、童年觀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欲研究其文化中腳踏車的象徵意義，不可避免要熟悉

當地的背景知識。而筆者雖已盡力，恐仍有疏漏之處。

（三）目前國內以腳踏車為主題的論文多為機械工程或體育相關學系的研究，

例如：黃家祚5、廖國權6、林俊宏7、林金泉8、周峻忠9等人的碩士論文。

然而，這些論文與筆者欲探討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意義並無相關性，因

此不予以討論。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圖畫書的相關研究中，尚未發現以

腳踏車為主題的論文研究，因此筆者沒有較明確的比較與文獻資料，文

中所作之分析多為研究者的歸納發現，恐有不完備之處。

5
黃家祚，《組裝理論在腳踏車之應用》，大葉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論文，1998 年。

6
廖國權，《腳踏車坐墊之分析與設計》，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7
林俊宏，《捷運車站腳踏車停車需求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8
林金泉，《從腳踏車個案論歐體反傾銷措施》，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論文，2001 年。

9
周峻忠，《不同騎乘姿勢對原地腳踏車運動之生理反應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
士論文，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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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腳踏車（bicycle）

「腳踏車」一詞亦稱兩輪車、自行車、自由車，臺灣話另稱「孔明車」、「鐵

馬」、「武車」，在香港、澳門、廣東等粵語區則通常稱為「單車」；在日本，腳踏

車被稱為「自轉車」或「茶輪子」；英文 bicycle 的 bi-意指「二」而 cycle 意指「輪」。

通常是指利用雙腳踩踏板前進的兩輪車10，因此，以腳踏車一詞稱呼最為貼切，本

研究為求統一，全文概以腳踏車稱之。

廣義說來，腳踏車是以人力驅動而移動的載人工具；折衷的說法，是不依賴

陸地上鋪設軌道而行走的一切自行車和健身車；狹義的說法，是具有足夠強度之

車架結構，二個以上的輪子，有乘員的座位，和有驅動、操縱、煞車等各種裝置
11
。

綜合以上的說法，本研究歸納腳踏車的定義為：靠人力踩踏為動力來源的代步工

具，有二個以上的輪子，有乘員的座位，和有驅動、操縱、煞車等各種裝置，包

括三輪車與協力車。

二、圖畫書（picture books）

台灣將圖畫書類的讀物，採取英語「picture books」的直譯，以「圖畫書」作

為分類名稱。圖畫書是用圖畫與文字來共同講述一個完整故事的藝術，有的圖畫書

甚至是完全沒有文字、只有圖畫。圖畫書透過圖畫與文字這兩種媒介在兩個不同層

面上交織、互動，這一類書籍特別強調視覺傳達的效果，所以圖畫版面大而精美，

不僅具有輔助文字傳達的功能，更能增強主題內容的表現。圖畫書要用畫面來說

話，它強調畫面的連貫，通常被規定在32頁-40頁之內，這幾十頁的畫面要形成一

個連續的視覺映射，彷彿是一部電影短片
12
。近年來，因為推廣者的頻繁使用，報

10
參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2008/10/15）；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007/12/25）
11

參自〈自行車工業雙月刊〉25 期，（台中：自行車工業研究發展中心），38─47 頁。
12

參自 張桂娥，《日本兒童圖畫書在台出版發展史與其影響力》，(日本:財團法人大阪國際兒童文
學館)，2006 年，頁 191-199；彭懿，《遇見圖畫書百年經典》，（台北：信誼，2006 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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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媒體的傳播，以及便於說明、利於行銷的出版經營商業機制等原因
13
，「圖畫書」

一詞逐漸被日語的「繪本」所取代，也造成使用者的混淆。但在1999年舉辦的「台

灣兒童文學100評選暨研討會第一次諮詢委員與評選委員會議」上，鄭明進表示日

本慣用的「繪本」只是流行語，台灣的分類名詞應用既有的「圖畫書」
14
。另外，

曹俊彥與曹泰榮也說明：「繪本是日文，指的就是圖畫書。因為『繪』在日文中有

『圖畫』的意思，略別於中文還有動手畫的意義，而『本』就是『書』，因此，繪

本就是『圖畫書』。
15
」以上三位學者均表示圖畫書與繪本二者實際的內涵並無差

異。因此，本論文統一使用「圖畫書」一詞。

基於圖畫書在台灣有許多相關名稱和定義，蘇振明在《台灣兒童圖畫書導賞》

16
中將圖畫書簡略歸納成以下兩種說法：

（一）廣義的圖畫書—有圖畫的書

凡以圖畫為主體，用來說明或介紹某種事物的書，皆可視為圖畫書。這種

非文字性的書籍，具有一目了然的視覺傳達性，所以被廣泛地應用各種文

宣印刷媒體，例如：產品目錄、旅遊圖、圖鑑和兒童漫畫書；甚至原始的

洞穴壁畫、埃及墓穴壁畫、敦煌石窟、清明上河圖等中外美術遺產，都可

算是廣義再廣義的，沒有裝訂成冊的圖畫書。

（二）狹義的圖畫書—給兒童看的畫本

狹義的圖畫書，指的是專為兒童閱讀設計的精美畫本。這種圖畫書裡頭， 每

一頁或每一版面，以大幅的圖畫和一些簡單的文字互相配合，以便引發幼

兒觀賞的興趣，是誘導孩子探訪知識寶庫的的鑰匙，也是先進國家兒童讀

物工作者積極開發的精緻文化產品。

本研究所探討之圖畫書為上述第二類狹義的圖畫書，意指專為兒童閱讀設

計且有圖畫的書。

7；林敏宜，《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台北：心理，2000 年），頁 5。
13

參自林德姮，《圖畫故事書中的後設策略》，（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
37、38。

14
參自黃永宏，《信誼基金會出版之兒童圖畫書插畫風格研究》，（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1年），頁6、7。

15
參自曹俊彥、曹泰榮合著，《台灣藝術經典大系—探索圖畫書彩色森林》，（台北：文化總會，2006
年），頁 13。

16
參自 徐素霞編，《台灣兒童圖畫書導賞》，（台北：國立藝術教育館，2002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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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腳踏車的前世今生

本研究主要探討腳踏車在圖畫中的意涵，為了更深入分析腳踏車代表的象徵

意義，細溯腳踏車的歷史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識。例如：《拼被人送的禮》中

國王收到的眾多禮物裡即包括 1870 年在法國發展出來的高大兩輪車，另外，在以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農村為背景的《鐵馬》一書裡，鐵馬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輛鐵

馬就是台灣在日治時期從日本引進、專們載貨物的「武車」。若能了解這些腳踏的

歷史背景，對於探析其在圖畫書中的意涵將更具意義。因此本章將分三節探討腳

踏車的起源演變、在台灣的發展以及在當前世界發展的趨勢。

第一節 腳踏車進化史

自從有了輪子，人類大大的利用了輪子的滾動原理，不斷的設計出各種用途

的車子。靠人力推動的車子有人力車、腳踏車、及三輪車，其中以腳踏車最為輕

便，既不會浪費能源、製造污染又可運動健身，而且老少咸宜。腳踏車也是最合

乎人體工學、省時省力的交通工具，它所消耗的能量大約只有走路的五分之一，

而速度卻快了三、四倍，是地球上最能有效運用能量的交通工具。腳踏車迄今已

有兩百多年歷史，它的外型、用途一直不斷在變化著，它也是經過長期的改進、

推陳出新才慢慢演變成今天的模樣17。

一、發源期

1966 年，一群義大利修道士在修復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手稿的時候，發

現了大約繪製於 1493 年的腳踏車草圖，當時在他的手繪稿裡的二輪車就有鍊條的

雛型，這張草圖可能是歷史上最早設計出的腳踏車模型（圖 2-1-1）。這輛腳踏車

17參自華一編輯委員會，《輪子的本事》，（台北：華一，1989 年），頁 5；揚歌編譯，《改變歷

史的交通工具》，（台北：民生報社，1984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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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特徵就是使用了齒輪和鏈條，還加上了把

手和踏板，可惜並沒有實際的製造出來，只停留

在想像的階段，然而，這輛達文西親自設計的車

卻比三百年後才出現的腳踏車更為優雅
18
。

（一）萌芽期（1790 年～1838 年）

1790 年至 1838 年是腳踏車的「萌芽期」。1791 年，法國貴族克姆提．西拉克

（Comte de Sivra）在一個下雨天，被經過身邊的四輪馬車濺了一身泥，這一濺使

他突發奇想：四輪馬車這麼寬，應當把馬車順著切掉一半，四個車輪變成前後兩

個車輪。於是他發明出第一輛具有腳踏車形狀的木製兩輪木馬（圖 2-1-2）。這輛小

車有前後兩個木質的車輪，中間連著橫梁，上

面安了一條板凳，像一個玩具，且沒有踏板、

手把，騎乘者跨坐於橫樑只能靠雙腳在地面推

動前進，利用傾斜車體偏移重心的方法來轉

向，其結構全部以木頭製造，以動物造型的橫

樑為主體，結合前後呈一直線排列的車輪所構

成，無轉向系統。是種不穩定也不舒服的行進工具19。

18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8。

19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8；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168.motc.gov.tw （2007/ 7/20）；維基
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2007/10/15）。

圖 2-1-1 達文西設計的腳踏車

圖 2-1-2 第一輛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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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7 年德國德萊司爵士（Draisenne）發明具有轉

向系統的二輪車（圖 2-1-3），他當時擔任皇家花園巡

察的任務，為了加快巡察的速度而改良西拉克的兩輪

木馬。他在前輪加上一個控制方向的車把，可以改變

前進的方向，這是個重大突破，但是騎車時依然要用

兩隻腳蹬地，才能推動車子向前滾動，當時曾創下以

15 公里時速，走完 37 公里的新紀錄，並於 1818 年法

國巴黎公開展示。這是人們第一次看到不需用馬拉的奇怪車子，就像是木造的玩

具木馬，也是人們最早對腳踏車的印象。這輛二輪車比現在的腳踏車重好幾倍，

曾在法國、德國、及英國上流社會引起一陣狂熱，在美國也盛行一時20。

1818 年，英國的鐵匠及機械師丹尼士強生(Dening Johnson)率先以鐵取代了木

頭材質的車輪骨架。1819 年英國、德國也都先後成立了腳踏車運動史上最早的腳

踏車學校，教人如何騎玩具馬，在當時沒有汽車、火車的時代，以馬車為交通工

具的法國、英國、美國形成了爭相騎玩具馬的風氣，人們跨上了玩具馬用力蹬，

速度越快，車子就越穩，由技術好、有經驗的人騎乘時速可達 13 公里，後來英國

人就把這台有趣的車子叫作「Hobby Horse」，這股騎玩具馬的風氣在歐美持續了

約十年的歷史21，可惜這輛玩具馬在崎嶇路面上無法行進，終究還是無法成為日常

的交通工具。

（二） 轉變期（1839 年～1876 年）

1839 年至 1876 年是「轉變期」。工業革命啟動後，冶金術的進步使腳踏車

的車體成為金屬，機械的發展使機械傳動取代腳蹬或撥的運作，此時車款較多，

一般都是前輪大後輪小，腳踏車已經普及化，有些城市更設置腳踏車專用道。

20
同上註。

21
參自 Bicycle http://ms4.nnjh.kl.edu.tw/~comp206/history.html 2008/7/20

圖 2-1-3 第一輛有轉向系

統的二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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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 年英格蘭的鐵匠麥米倫（Kirkptric Macmliian）在德萊司爵士發明的基

礎上，製造出第一輛具有腳踏的兩輪車（圖 2-1-4）。他不斷思考如何能坐在車上，

腳能不著地還能使車子前進，最後他終於設計了一輛前輪大於後輪，並加上踏板

及槓桿在後輪軸上來驅動車子的腳踏車，騎乘時不需再

以腳踩地面去轉動輪子前進，這使得腳踏車的發展往前

邁進了一大步。 此輛腳踏車的操作方式是以雙腳踩踏車

輪前面踏板型的連桿，連桿組驅動後輪曲柄使後輪轉

動，由雙腳的交替踩動使輪子滾動。只要每踏一次踏板，

輪子就會跟著轉動一圈，省去了雙腳划動的辛苦，為第

一輛腳可離地的二輪車。自 1839 年後，兩輪車才以腳踩

踏板的方式驅動，人類的雙腳才真正離開了地面
22
。

1861 年，法國的馬車製造商皮耶．米蕭（Pierre

Michaux），從事修理馬車和製造嬰兒車、三輪車的工作，

有一次他的客人拿了一輛德萊司爵士發明的二輪車請他

修理，結果他兒子拿去試騎，由於他兒子在下坡時，用腳

操作有困難，於是他靈機一動，把曲柄和踏板連結於前

輪，作為驅動的方式，成為第一部前輪驅動腳踏車，也稱

為「腳蹬兩輪車」（圖 2-1-5）
23
。

「腳蹬兩輪車」重量約為 27 公斤，非常笨重，行駛速度可達每小時約 13 公

里。米蕭在前輪安裝了能轉動的腳踏板和曲柄，車子的鞍座架在前輪上面，然而

這些腳踏車並未推廣出去，原因在於踏板踩了一下，輪子只轉一圈，踩踏板成了

非常辛苦的差事。要讓踩踏板變得省力一點，就得將前輪加大，這樣踩一下踏板，

22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8。
23
同上註，頁 9。

圖 2-1-4第一部腳可離地

的腳踏車

圖 2-1-5 腳蹬兩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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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前行的距離就會遠得多。1866-67 年間，米蕭又推

出前輪加大的改良車種，並於 1867 年在巴黎博覽會上展

出，展出後立即大受歡迎，一舉攻下中下階層，並成立公

司大量製造，巴黎成為當時的腳踏車製造中心，兩輪車從

此開始普及。

由於腳蹬兩輪車的曲柄及腳踏直接裝置於前輪上，因

此車輪愈大，車速就愈快，1870 年代初期，腳蹬兩輪車

已發展成高大的兩輪車（圖 2-1-6），前輪幾乎與成人等

高，卻常發生騎士無法有效使用煞車因而摔車的事件，儘

管如此，高大兩輪車仍然受到國際性的歡迎，因為踏板踩

起來並不費力24。在圖畫書《拼被人送的禮》中國王即收

到一輛高大兩輪車當做禮物；《大遊行》裡這輛古老的腳踏車也出現過（圖 2-1-7）。

二、成熟期

（一）鍊條與齒輪的應用試驗期（1877 年～1890 年）

1877 年至 1890 年是「鍊條與齒輪的應用試驗期」。鍊條驅動概念與前輪驅動

的傳動混合體逐漸建立，同時加入齒輪比的概念，使得大大的前輪逐漸被捨棄。

1880 年代初期，由於兩輪車價格調降、鐵路及馬車沒落，促使兩輪車進入重要的

「安全自行車」發展期。1884 年英國的羅松（H.J.Lawson）在前後輪間安裝腳踏板，

此車名為「bicyclette」，即是腳踏車車名的由來。1885 年，當時歐洲正經歷工業革

命，英國的機械工程師史塔利（James Starley） 與 蘇德（Suttor）設計出「羅弗

24
參自 Philip Wilkinson，《百大發明》，東方出版社編譯小組，（台北：台灣東方，2000 年），

頁 46；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http://168.motc.gov.tw，（2007/ 7/20）。

圖 2-1-6 高大兩輪車

圖 2-1-7



13

安全腳踏車」（rover safety bicycle），其前後兩輪

直徑大小一樣、鍊條驅動後輪，不會向前翻滾且能

煞車，比以前發明的任何腳踏車都要來得迅速和安

全，車重 17 公斤，其速度約為人步行速度的五倍，

被公認為現代腳踏車的原型（圖 2-1-8）。隨著安全

腳踏車的面世，這種交通工具很快在社會上流行起

來，人們不光用它來消遣，還利用它做每天的交通

工具，之後，這輛人人都能騎的安全腳踏車快速席捲了工業化社會
25
。

到了 1886 年，史塔利又從機械學、運動學的角度設計出了新的腳踏車樣式，

裝上前叉和車閘，前後輪大小相同，以保持平衡，並用鋼管製成了菱形車架，還

首次使用了橡膠車輪。史塔利不僅改進了腳踏車的結構，還改製了許多生產自行

車部件用的機床，為腳踏車的大量生產和推廣應用開闢了寬闊的道路，因此他被

後人稱為「腳踏車之父」。他所設計的腳踏車車型與今天腳踏車的樣子，基本上已

經一致了26。

1888 年，愛爾蘭的獸醫鄧路普（Dulope）從醫治牛胃氣膨脹中得到啟示，將

自家花園用來澆水的橡膠管粘成圓形並打足氣裝在腳踏車上，這是充氣輪胎的開

端，充氣輪胎不僅能避震，還可減少車輪滾動時的阻力加快車速。充氣輪胎是腳

踏車發展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創舉，它不但解決了自行車多年來最令人難受的震

動問題，同時更把自行車的速度又推進了許多。不但從根本上改變了腳踏車的騎

行性能，而且完善了腳踏車的使用功能，高大的兩輪車從此失去魅力，並被改稱

為「普通」兩輪車27。

25
參自交通部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168.motc.gov.tw/ （2007/ 7/20）。

26
參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2007/ 3/2）。

27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8；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2008/7/11 。

圖 2-1-8 現代腳踏車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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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多樣化期（1890 年～1930 年）

1890 年至 1930 年代是「功能多樣化期」。基於技術成熟與第一次大戰後藝術

文化的蓬勃發展，腳踏車的製造和發明不斷進步，各種材質研發也越來越風行。

1896 年，英國曾在一個禮拜內賣出 41000 部腳踏車，可知當時自行車已獲得英國

人的認同，19 世紀末，法國人在各地騎腳踏車，1903 年環法自由車賽於當年 7月

1日至 19 日舉辦，吸引六千多位參賽者。不只在歐洲，連美國也開始風行腳踏車，

此時期的腳踏車發展出載貨用腳踏車、軍用折疊腳踏車、女性騎乘專用車、競速

跑車、舒適靠背腳踏車、無須鍊條腳踏車，1914 年腳踏車更開始流行變速器
28
。

三、轉變期

（一）沒落

1896 年，一輛腳踏車要花費一個工人約三個月的工資，到了 1909 年，卻只

要不到一個月的工資，這項簡便的交通工具終於能讓最需要的族群所擁有，這時，

民眾要到遠方參與會議或課程也不再是難如登天的事，腳踏車間接激發民眾對追

求知識的慾望，社會發展因而轉型。在兩次的世界大戰之間，腳踏車在歐洲大行

其道，高品質、質輕的腳踏車漸露曙光。但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汽

車使用普及，腳踏車做為交通工具的角色逐漸被取代。 到了 1955 年，歐洲單車之

都-荷蘭，有 75％的交通活動都透過單車。但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逐漸衰退為 25

％。在美國，腳踏車也日漸退燒，最後只被當成兒童的玩具。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時，世界腳踏車年產量為 700 萬輛左右。戰後，由於出現用油量很小的輕便型摩

托車，汽車數目也開始增加，腳踏車的銷量明顯下降。腳踏車從交通工具轉變為

休閒運動工具，70 年代是二者的分野。美國電影「On Any Sunday」造成緣起於加

28
參自徐曉夫譯，《科技發明史》，（台北：明文，1982 年），頁 245；辜振豐，《布爾喬亞–欲

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 》，（台北：果實，2003 年），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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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越野單車（BMX）在美國廣為流行，並在 1970 年代中期蔚為風氣。此時，美

國的腳踏車逐漸朝向休閒用途發展，腳踏車於是從主流的交通工具中退場29。

（二）復甦

汽車與摩托車雖然具有方便性與速度性，卻也產生了嚴重的空氣污染，同時

也加速能源的耗損。隨著環保意識抬頭，具備無污染、省能源、經濟性的腳踏車

再度受到世人的重視，尤其油價不斷上漲，很多綠色環保和反全球化人士開始主

張回到從前騎腳踏車的方式，既環保又達到運動的目的，於是，腳踏車又重新興

盛起來，逐漸轉變為休閒與運動的新選擇，並洗刷了貧窮悲苦的形象，成為時尚

的健身和代步工具。

（三）風潮再起

腳踏車除了在功能上從交通工具漸漸轉化成休閒用途，它的外型也悄悄變了

面貌，開始有多元化的發展，車型更多樣化與輕量化。除了有 1930 年至 1960 年代

開始萌芽的登山車、1960 年至 1990 年出現斜躺式腳踏車、BMX 腳踏車、鋁合金腳

踏車、登山車、避震車等。1970 年代由一群美國嬉皮所發展出的越野登山車將以

往競速用的公路車，替換成更為肥厚的輪胎、平把手，成了現代人又一項最新的

戶外休閒運動；快拆式的前後輪裝置，方便了自行車的隨身背負或運載，車身輕、

週邊配備又多，使得腳踏車的騎乘變得運動又休閒，騎上腳踏車的炫耀及優越感

油然而生，許多動輒 10 萬元以上的高價腳踏車，逐漸搶占市場，有些價格甚至直

逼小型車。

29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9；〈奮起吧！腳踏車〉賀先蕙，《商業周刊》第 1075 期， 200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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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就出現了像「腳踏箱型車」的

Carrier Bike（圖 2-1-9），哥本哈根人將腳踏車

改裝成類似將可置物的大箱子裝置在腳踏車

前半部或後半部，以擔負載貨或載小孩的多功

能用途。這台腳踏車顛覆了載貨用的腳踏車一

定是笨重或粗獷的外型，它不僅擁有足夠的空

間載物，同時也兼具流線的外型和流行的品

味。腳踏車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私人交通工具，未來仍將持續蛻變30。

腳踏車在不同年代被賦予不同的功能與角色。賈克．瑪奎(Jacques Maquet) 在

《美感經驗》一書中清楚的說明腳踏車在不同年代象徵不同符號：在 1920 和 1930

年代的歐洲，腳踏車是勞工階級的代表物；在 1950 年代的非洲殖民地，腳踏車和

非洲的白領雇員常被聯想在一起；1960 至 70 年代間，腳踏車在富裕的工業國變成

關懷生態的符號，而腳踏車至今仍被視為一種模範交通工具，它不以無法再生的

石化燃料作為動力，也不會造成空氣污染，腳踏車讓我們在生活中實踐「小而美」

和活得自在的口號，也因為腳踏車減少能源的浪費，在現今成為代表生態傾向

（ecological orientation）的符號
31
。

四、腳踏車與女性

自從腳踏車被發明出來後，原本活動範圍受限的女性，也因此獲得解放。

由於 19 世紀時交通尚未發達，女性出遠門非常麻煩，經常需要男性搭載，有了

腳踏車，不少英美女性就能騎車通勤與旅行，腳踏車成為當時女性解放的工具。

1897 年，腳踏車在法國非常普及，一輛車只要五百法郎，價格十分合理，因此

30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頭
鷹，2004 年），頁 9；聯合知識庫 http://udndata.com/（2005/8/7 ）；〈奮起吧！腳踏車〉賀先
蕙，商業周刊第 1075 期，2008 年 6 月。

31
參自 Jacques Maquet（賈克˙瑪奎），《美感經驗》，袁汝儀譯，（台北：雄師，2003 年），頁 136、
137。

圖 2-1-9腳踏箱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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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還賣出三百萬台。當時，許多法國女性穿著褲裙、騎著腳踏車遊走街頭與

海濱，小說家普魯斯特在他的巨著《追憶似水年華》中，就描寫不少女性穿泳

裝騎單車奔馳各地、在海邊戲水的場景。顯然，法國女人也由家裡走向戶外，

展現女性解放的第一步，腳踏車因此體現出男女平等，並給予女人行動的自由32。

腳踏車在問世之時當然跟女性絕緣，那是一個公認女人只屬於縫紉機的時

代；那是一個女人只能穿著厚重蓬裙、束縛重重的時代。不過女性從縫紉機的輪

子到腳踏車的輪子之間所帶動的身、心變革與視野開展，在法藍西絲．魏勒

（Frances E. Willard)1895 年出版的《從縫紉機到腳踏車》中清新可見。100 多年

前，53 歲的美國教育家魏勒在女性只能穿著厚重蓬裙的保守時代氛圍裡，開始

學騎腳踏車，腳踏車在當時雖風行歐洲，卻與大多數婦女絕緣，她根據自己學習

騎車的經驗，寫下了《從縫紉機到腳踏車》這部作品。這本書在當年暢銷一時，

並鼓勵更多婦女加入學騎腳踏車，魏勒自比為嬰兒學步般，在保守的時代氛圍

裡，她身體力行，鼓勵女性走出戶外，和男性一樣，穿上輕便的服裝，享受自由

的空氣，她希望能以此舉力抗束縛女性的種種社會規範、性別枷鎖的象徵。她認

為腳踏車是讓女人脫胎換骨的偉大發明，它使女人的言行不再古板做作，對黑暗

的恐懼一掃而空……神經變得強韌、腿變得強壯、言語也強悍起來，穿上俐落的

褲裝，從此瞭解身體、瞭解山林，得到平等、健康與事業。簡單的說，婦女因此

解放33。

爭取美國婦女投票權的先驅—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ony)也覺得腳踏車

比任何事物更能解放女性，她還說腳踏車運動給女性「一種自由和獨立的感受」。

因此，「女性一旦坐上腳踏車，便有不畏傷害的自信」。安東尼相信騎腳踏車的女

性正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女性」34。腳踏車將女性從家庭和孤立中解放出

32
參自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 》，（台北：果實，2003 年），頁 25-26；
洪震宇．林慧淳，〈女人，送自己一輛單車 〉，《康健》第 89 期，2006 年 4 月，頁 57。

33
參自 Frances E. Willard 著，《從縫紉機到腳踏車》（A Wheel in A Wheel），鄭至慧譯，（台北：
方智，2000 年），頁 4。

34
同上註，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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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並對促進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爭取平等的運動，擁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當時，

女性穿起裙子，跨上腳踏車，許多英國人認為不雅觀，後來有些女人雙腳還套上

長褲，以避開別人的閒言閒語；儘管如此，有些雜誌如《單車》(Cylist)、《女

仕單車》(Lady Cylist) 相繼上市後，仍極力鼓吹女性要響應騎腳踏車的活動。

經營旅行社的湯瑪斯‧庫克（Thomas Cook）於 1890 年舉辦歐陸自行車之旅，其

中的旅客大多是英國女性，可見腳踏車的問世，對於女性解放貢獻不小
35
。19 世

紀 60 年代，阿米利亞‧布盧莫的大膽之作「女士燈籠褲」，就是特意為騎腳踏車

的女士設計的36，女性騎士的服裝促進了女性邁向獨立改革之路。

自 1886 年創刊迄今的女性專屬雜誌—「柯夢波丹」也曾針對服裝改革一事表

示：「長年以來，人們在講台上慷慨激昂地闡述女性的苦難，都不及腳踏車運動在

數月內改變的穿著習慣，所獲得的立竿見影之效37。」193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

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在腳踏車對促進維多利亞時代女性的消失，也有

最全面的概述：「腳踏車是自查理二世以來，對禮儀和道德規範最深遠影響的事件

38。」

一百多年前，法藍西絲‧魏勒踩動時代的巨輪，在美國身先士卒鼓勵婦女騎

車，一百多年後的台灣，2008 年 4 月 22 日當天，十多位在職場上表現亮眼的傑

出女性，組成「Rolling Rose 搖滾玫瑰．女性環台挑戰團」，展開為期 12 天 968

公里腳踏車環台挑戰。她們都是為了體驗環台挑戰，為了環保減碳克盡一份心

力，暫時放下工作和家庭，勇敢地騎車環台39。世界最大腳踏車製造商「捷安特」

也在台北打造一間突破以往傳統印象的女性專屬車店，以女性騎士所需要的個性

化配備為主，開幕首月的營收金額就已突破預期，第二個月更達到四百萬元的營

35
參自辜振豐，《布爾喬亞–欲望與消費的古典記憶 》，（台北：果實，2003 年），頁 25。

36
參自 Williams Trevor I.，《科技發明史》，風雲時代出版社譯，（台北：風雲時代，1991 年)，
頁 245。

37
引自 Frances E. Willard 著，《從縫紉機到腳踏車》（A Wheel in A Wheel），鄭至慧譯，（台北：
方智，2000 年），頁 152。

38
同上註，頁 154。

39
參自單車誌 http://www.cycling-update.info/ (200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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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在在都顯示女性騎車人口已不容小覷，辛苦爭取自由的女性儼然成為另一股

單車新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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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腳踏車王國

在電子業尚未成為台灣市場主體之前，腳踏車工業一直是台灣出口主流之

一。腳踏車不僅伴隨台灣走過一個世紀的時光，更為台灣成就「腳踏車王國」的

美名。腳踏車在台灣的發展歷程必須追溯至清末時期，那時的交通工具多賴木舟

與轎輿，由歐洲輸入的新奇腳踏車已在台流行，當時可稱為天之驕子，但由於零

件缺乏，修補不易，損壞率極高，第一次大戰後，遠洋航運更形困難，鄰近的日

本才開始製造腳踏車40。以下就腳踏車在台灣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簡述之。

一、仰賴日本進口

日據時代，牛車是台灣農村社會的主要交通工

具，日本人改良的三輪車在1942年引進台灣，稱為「自

轉車」。當時男車伕一天的工資只有1.5元，女車伕8

角。光復前，台灣尚無腳踏車工業，台灣的腳踏車以

進口日本的人力車來台內銷為主，價格非常昂貴，當

時一分地100 元，一輛腳踏車要30元，擁有者都是警

察、政府官吏、醫師、大地主及接生婆，身價宛如現

在的進口名車。日治時期的腳踏車有男女之分，女性

騎的為「文車」，男性載貨用的稱「武車」，前者為淑

女車，後者是有大置物架可載貨的腳踏車，當時因生

活需要，腳踏車以「武車」居多，市面上著名的日本

進口車牌，以「富士霸王車」最出名（圖2-2-1）。早

期機車尚未普遍的時候，都用「武車」來載重稻米、

40
參自陳柏如，〈回首來時路 台灣自行車懷舊篇〉，《中文自行車市場快訊》，第 77 期，2001 年 4-5

月，頁 22-27。

圖 2-2-2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圖 2-2-1 富士霸王車



21

穀物或是甘蔗、香蕉等經濟農作物，「武車」其實是台灣經濟奇蹟幕後的最大推手

41。《第一次上街買東西》（圖2-2-2）、《鐵馬》、《奉茶》、《春雨》等圖畫書中出現

的腳踏車就是這款「武車」。

在那個腳踏車零件十分貧乏的年代，沒有零件製造技術加上貧窮，一切都很

克難，外胎要靠配給，沒有外胎只好綑草繩湊合著騎，腳踏壞了，只能用木頭代

替。直到光復後，才逐漸有人從日本進口部份零件販賣，當時買一輛腳踏車在農

村是一件大事，到鄉公所辦理牌照登記時，公所人員都跑來看，比現在買保時捷

轎車還拉風。當時街上幾乎看不到汽、機車，只有少數當官的人坐「黑頭車」，腳

踏車是當時的奢侈品，不僅要申請牌照，還要繳納牌照稅，一直到 1973年之後，

汽機車越來越多，才取消腳踏車需要牌照的規定
42
。腳踏車自日本引進台灣開始，

與民眾的關係就是工作，但是腳踏車在歐洲的起源卻是中上階層的休閒工具，顯

示出腳踏車的用途會因年代或區域而有所變化。

二、自立更生

台灣腳踏車產業是從 1950 年代初期開始起步的。早期台灣腳踏車以內銷為

主，光復初期，進口舶來腳踏車最多曾高達年 40 萬輛，消耗外匯甚鉅，政府為扶

植國內腳踏車業，鼓勵國內業者自行製造， 1950 年先管制腳踏車與零件進口，1952

年起，國內腳踏車製造廠相繼成立，由於經營不善、產品品質在政府的保護下無

法有效地提升，使得腳踏車工業處於低潮。1954 年政府更全面禁止腳踏車進口，

因而造就了四大中心組車廠的崛起。

在 40 年代、50 年代初期，腳踏車是台灣人最倚賴的交通工具，當時理髮只要

41
同上註。

42
參自自由電子報〈骨董 牛車 牌小如 名片〉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an/10/today-so15.htm （2008/7/22）；

河港快樂頌電子報〈復古腳踏車達人〉http://epublication.kcg.gov.tw/happysong

（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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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元，但自產的腳踏車要 900 多元，進口的腳踏車則要 1700 多元。當時是台灣腳

踏車業最興盛的黃金時期。然而，好景不常，1968 年台灣經濟快速起飛，開始從

日本輸入大量不需掛牌的 49cc 機車銷售，機車數量不斷增加，正逐漸取代眾多家

庭中的腳踏車，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腳踏車一下子變成落伍的交通工具，因此

開始走下坡，榮景不再，許多車店紛紛結束營業43。

直到 1973 年，因第一次能源危機造成全球腳踏車市場需求大增，加上當時的

國際醫療報告指出，騎腳踏車有益身體健康，因此歐美開始風行騎腳踏車，美國

更將 5 月訂為腳踏車月，連美國總統都親自騎車推廣，使得美國市場的腳踏車供

應不足。美國人原本寄望從日本進口，但日本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對於外銷市場

興趣缺缺，於是美國轉而尋求台灣外銷，才使得台灣腳踏車工業步入成長茁壯期
44
。

三、揚眉吐氣

在 80 年代，台灣腳踏車業者基於市場擴增的需求，不斷努力提升品質及技術，

使台灣腳踏車的出口量驟增，逐漸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台灣腳踏車出口量在

1980 年突破三百萬台，取代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腳踏車出口地，主要外銷市場包

括美國、歐洲、日本等。1986 年，台灣腳踏車的出口量衝破一千萬大關。 1991 年

起，台灣腳踏車邁入另一個里程碑，出口值始突破 US$10 億，在全球的腳踏車業

佔舉足輕重的地位；1995 年出口值更突破 US$10.6 億，再創歷史高峰。由於兩岸

分工的模式日益明顯，台灣也逐漸由低價量產的OEM角色轉型為研發、行銷基地，

產量雖逐年下滑，單價卻日益攀升，隨著研發創新與附加價值的提升，台灣的腳

43
參自陳柏如，〈回首來時路 台灣自行車懷舊篇〉，《中文自行車市場快訊》第 77 期，2001 年 4-5
月，頁 22-27 。

44
參自劉金標口述 藍麗娟採訪整理，《我的環台夢-劉金標的 73 歲自行車環島日記》，（台北：
天下雜誌，2007 年），頁 8。



23

踏車產業幾乎已經全面性的以生產高技術與創造性的產品為主，可以說是國內獲

利最佳、產業規模最大且發展前景看好的「傳統產業」
45
。

四、騎上峰頂

從 1980 年代迄今，台灣都是腳踏車重要生產基地之一，在國際間舉足輕重，

台灣始終以「腳踏車王國」傲視全球，直至今日，台商企業仍執全球腳踏車生產

之牛耳，只是隨著經濟起飛，汽車、摩托車大量進佔街頭，台灣人似乎忘了騎乘

鐵馬的悠遊歲月。台灣曾是世界最大的腳踏車出口王國，我們將有益身心的腳踏

車賣到國外，卻從國外購入有害身體的汽、機車，所幸近幾年在能源耗竭、溫室

效應等環保議題的衝擊下，許多民眾決定一改以往貪求舒適迅捷的慣性，重拾腳

踏車這項老玩意，不管上班通勤、假日休閒，悠閒緩慢或者奮力往前，一踩一踏

間，都是在為地球盡心力。2002 年秋天，腳踏車業界更積極設計、包裝產業形象，

推出「腳踏車就是台灣：Think Bicycle，Think Taiwan」的標語及標誌，把台灣定位

為世界的腳踏車島，讓消費者想到腳踏車就想

到台灣。2004 年夏天，美國福斯公司賣座的

《機械公敵》電影，是以 2035 年的芝加哥

為背景，描述人與機械人生活的科幻世界。片

中出現來自台灣巨大機械（捷安特）生產的

Revive（圖 2-2-3）、Prodigy 兩款自行車，讓

全球觀眾印象深刻
46
。

台灣已經從腳踏車製造出口王國（最高紀錄一年出口 1000 萬台），轉型為享

受單車休閒生活的國家，根據巨大機械（捷安特）統計，2001 年台灣市場一年只

銷售 60 萬台單車，2005 年銷高達 80 萬台，平均售價更從 15 年前 90 美元躍升到

45
參自陳柏如，〈回首來時路 台灣自行車懷舊篇〉，《中文自行車市場快訊》第 77 期，2001 年 4-5
月，頁 22-27 ；魏錫鈴，《騎上峰頂-捷安特與劉金標傳奇》，（台北：聯經，2004 年），頁 33。

46
參自魏錫鈴，《騎上峰頂-捷安特與劉金標傳奇》，（台北：聯經，2004 年），序頁 3。

圖 2-2-3 Re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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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的 345 美元。台灣在 2005 年平均 4.73 人擁有一台單車的比例，雖然遠低

於單車風潮盛行的荷蘭、德國與日本，卻超過法國。相對於整體騎單車人口，台

灣騎專業運動休閒車的比例高達五成，超越美國、日本、澳洲等高單車人口比例

的國家。巨大機械總管理處特別助理許立忠分析，日本的單車族多半以通勤為主，

台灣擁有高專業運動休閒單車的人口比例，不在於通勤，而是跟運動休閒風氣逐

漸興起有關47。

這股風潮主要導自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以前民眾總是認為，腳踏車都是買不

起汽機車的窮人所用的代步工具，當時腳踏車主要的功能是代步的交通工具；而

現在，腳踏車卻是休閒運動的良伴，騎腳踏車是時尚生活的表徵；此外，政府和

民間合作推動騎車風氣、改善台灣的自行車騎乘環境，在各地陸續增設腳踏車活

動區域，也是這波腳踏車熱潮的重要推手48。

47
參自洪震宇．林慧淳，〈單車悠遊風 現在最流行〉，《康健》，第 89 期，2006 年 4 月，頁 41、42。

48
參自謝正寬著，《單車學校教你的 52 堂課》，（台北：蘋果屋出版社，2008 年），劉金標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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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腳踏車的新世紀

二百多年前，腳踏車一經發明，立即成為令人興奮不已的工具，百年來，腳

踏車更是不斷改良，推陳出新。不管腳踏車如何演變，它對人類的貢獻比汽車還

多，而且它還是工業進化的起點。在西方，很多汽車製造業的先驅都是由製造腳

踏車起家，如福特的第一輛車子就是採用腳踏車和鏈條，甚至發明飛機的萊特兄

弟都是以製造腳踏車起家49。然而，自從石油世紀登場，汽車當道以來，腳踏車就

從主流的交通工具選項中退場，變成窮苦的象徵，只有窮人和外勞才會騎腳踏車。

八○年代起，由於能源短缺與全球暖化導致環保意識抬頭，曾被資本主義體制視

為「落後」而淘汰的腳踏車竟又重新風行全球。

腳踏車是地球上最能有效運用能量的交通工具，它由人力踩動踏板產生動

力，既容易騎乘、方便維修更有益身心健康，不僅不需燃料，也不會產生一氧化

碳廢氣和微粒，更不會為世界製造酸雨和破壞全球氣候；又因為體積小，不會造

成交通阻塞，也不需要鋪設大量道路破壞自然環境，還能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同行，是最健康的運動與生活方式，在今日世界被鼓勵多加運用。腳踏車除了健

康、經濟又安全以外，它最獨特、且令人喜愛的特點是：它是完全屬於個人的交

通工具！目前全球各地經常舉辦腳踏車推廣活動，在世界知名大都市舉辦的「無

車日」活動中，「腳踏車」就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無車日」的倡導，更讓腳踏

車這古老卻永不過時的交通工具又重新煥發了青春。

腳踏車的功能因地域、經濟與民族性的差異，而在各國有不同的發展：腳踏

車一直是北京，更是中國的顯著特徵，在交通顛峰時刻，重要路口全部被這種人

力帶動的交通工具獨佔。多年來它是中國家庭唯一的交通工具，中國開放以前，

人們常常用四大物件（腳踏車、手錶、縫紉機、收音機）衡量一個家庭的地位。

現在的中國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四大物件已經退出他們崇高的地位，這四樣東西

49參自揚歌編譯，《改變歷史的交通工具》，（台北：民生報，1984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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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還在一個家庭裡佔主導地位，那家庭就會讓人覺得落伍了。腳踏車雖然仍在

扮演它做為交通工具的角色，但它已不是生活中人們想要追求的東西，而是為了

過渡和進步想要放棄的東西。在中國，它仍然是人們不可或缺的，但已經越來越

轉向成落後的象徵50，2004 年起上海市更禁止腳踏車在部分街道通行，原因是腳踏

車妨礙汽車通行51。

但在中國的另一端，英國倫敦時報卻顛覆了腳踏車是窮人交通工具的印象。

根據 2007 年 9 月 21 日的報導：現今騎單車的的英國人多是有錢人，因為富人重

養生，騎單車的人比不騎車的人年輕十歲，超過 35 歲的一般單車族的壽命可延長

二歲。富人重養生，對自我行為有足夠的信心，可以很容易獲得新知與認同。相

反地，窮人傾向滿足即時的日常生活所需而非長遠的健康生活展望，且窮人受教

育程度低，對自我行為信心低落，加上媒體寵兒如足球明星和流行歌手鮮少和單

車掛鉤，沒有好的騎單車示範，以致於窮人認為騎單車是不足取的。社區環境不

佳、沒有安全空間可停單車、缺乏教導及推廣等也都是窮人不騎單車的原因。Phillip

Darnton (英國政府資助的單車協會主席)說：單車銷售額由 2000 年的二百八十萬成

長至 2006 年的三百五十萬，在倫敦，自 2000 年以來,單車數量增加 83%,但是英國

其他地區並沒甚麼改變.他說：「最近大部分經營成功的單車公司都是那些銷售超

過 400 英鎊高價位的品牌,如：Specialised，Trek，Giant (捷安特)，與

Cannondale。」這些品牌幫助單車成為滿足人們擁有慾望的物品，但卻使得窮人

更難買得起了52。

腳踏車除了在英國已是今非昔比，在法國同樣也受到重視，巴黎市政府計劃

2007 年夏天推動公共腳踏車系統 「Velib」（圖 2-3-1），要在巴黎各處放 1.5 萬

輛腳踏車努力成為一個「腳踏車城」，Velib 現在已是巴黎人當下的流行53；哥本

50
參自〈十七歲的單車 北京青春物語〉，《世界電影》，第 407 期，2002 年 11 月，頁 138、139。

51
參自 CNN http://www.cnn.com/2003/TRAVEL/12/09/china.bike.ban.ap/ (2008/7/9)

52
參自 倫敦時報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uk/article2500754.ece

（2007/9/21）
53

參自 我在巴黎 http://tw.myblog.yahoo.com/dor-mode/article?mid=4086（2008/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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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根也有「公共腳踏車」的措施，稱做「City Bike」，他們在全市 125 個

不同的地點放置了 1300 台的腳踏車供免

費使用，腳踏車加上大眾運輸系統，應是未

來城市交通的主流54；在日本，不論任何年齡

與社會或經濟地位，人們都相當廣泛的使用腳

踏車作為日常代步工具。人們最常用腳踏車來

通勤上學、上班、作為到火車站的短程接駁工

具、接送幼童或採買日常用品55。

而台灣在運動休閒的風氣也逐漸跟上歐美的腳步，樂活趨勢、油價狂飆間接

帶動了單車熱。樂活族的生活方式強調愛地球、重視環保與重視身心健康，腳踏

車不僅不需要燃料更不會製造污染，雖然沒有汽機車的高速度，腳踏車反而有種

怡然自得的緩慢節奏，正好呼應目前全球流行的慢生活趨勢。

近年來地方政府紛紛設立腳踏車專用道，串聯起全台的腳踏車休閒風，也讓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腳踏車作為出外旅遊的工具，他們放棄匆忙快速，學習用悠遊

與放鬆去感受生命。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更在 2007 年將每年五月的第一個週六訂為

「台灣腳踏車日」（Taiwan Bike Day），五月訂為「腳踏車月」，以使台灣成為

名符其實的「自行車島」56。另外，根據中華大學休閒遊憩規劃與管理學系講師張

馨文調查，到新竹縣市腳踏車道騎車的車友，四成都是親子出遊，顯示腳踏車也

開始成為親子休閒的重要工具57，市面上因此出現親子可一起騎乘的腳踏車（圖

2-3-2）。腳踏車已正式由傳統的代步運輸工具，轉變為與觀光、運動、親子休閒

結合的多功能高附加產品。圖畫書《這是誰的腳踏車》裡的袋鼠媽媽即是騎乘親

「Velib」是「vélo」( 腳踏車 )和「libert é」( 自由 )兩個字的結合，意為可自由使用的腳踏
車。

54
參自西雅圖凹凸鏡 http://blog.yam.com/kueihsienl/article/2877835 (2008/7/30)

55
參自日本旅遊與生活指南 http://tw.japan-guide.com/travel/transportation/bicycles

（2008/7/15）
56

參自 行政院體委會 http://www.ncpfs.gov.tw/news/（2008/10/15）
57

參自洪震宇．林慧淳，〈單車悠遊風 現在最流行〉，《康健》第 89 期，2006 年 4 月，頁 42。

圖 2-3-1 公共腳踏車 Ve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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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腳踏車撘載袋鼠寶寶（圖 2-3-3），而在《不要放手喔》、《騎車到岸邊》等

書中，父母與孩子藉著騎腳踏車的過程產生動人的親子互動；《小琪的肚子咕嚕

咕嚕叫》、《當乃平遇上乃萍》、《你不能帶氣球進大都會博物館》裡可看見騎

腳踏車運動的民眾。

隨者時代變遷，不同年代、國家使用腳踏車的方式和需求也不一樣，但是，

當科技帶來便捷交通，大多數人有了更多選擇可以替代時，腳踏車也就離人類的

生活愈來愈遠。當腳踏車往日的功能正逐漸淡出歷史舞臺，失去它原有的光環時，

卻因為環保問題、健康意識的抬頭、加上國內外休閒風潮的帶動，腳踏車在近來

又開始被重新定位，而且更加豐富精彩。在全球掀起一股腳踏車熱潮時，除了腳

踏車商，高級房車 BMW、Audi、Infiniti，以

及愛馬仕、香奈兒等精品業者都積極投入精品

自行車銷售，甚至過去主要生產運動化、通勤

腳踏車的 GIANT，也生產一款 City Stone 的

精品車款（圖 2-3-4）58，腳踏車商品在台灣，

也正式成為彰顯身份地位的時尚配件。具有百

年歷史的腳踏車已開始引領另一波時尚風潮。

現在的腳踏車不僅僅提供人們懷舊式的感受，更代表一種休閒運動的習慣、

58
參自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car/storypage.jsp?f_ART_ID=102527

（2007/12/19）

圖 2-3-4 City Stone

圖 2-3-2 親子腳踏車 圖 2-3-3《這是誰的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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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的責任和時尚的象徵。這看似簡單的「單車」卻是經過千錘百鍊的「百年工

業」，不論世界如何交替演變，它永遠都保有獨特的位置和功能。時間對它而言，

並非考驗，而是彰顯自我價值的焠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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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外在功能

如前章所述，腳踏車由於輕便、經濟實惠的特性，被廣泛運用在交通工具上

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是一項非常純粹的發明，直到今日，它仍保持著剛誕

生時的基本設計結構，但它卻改變了整個交通史。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以最原

始的人力踩踏為動力來源的腳踏車，非但沒有像馬車一般，消失在時代的洪流之

中；相反的，現在的腳踏車在更高層次的休閒娛樂、運動健身方面有無可替代的

地位。腳踏車的外型雖然沒有太多改變，然而，其功能卻因時代變化有所不同，

這些不同的功能在圖畫書裡也都能找到軌跡。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腳踏車在

圖畫書中的象徵意涵，為了細究其內在意涵，必先探究其外在功能。本章共分成

四節，將一一探討腳踏車的外在功能在圖畫書中呈現的四種類型，分別是：遊戲

工具、交通工具、謀生工具以及休閒工具。

第一節 遊戲工具

聯合國於 1959 年發表的兒童權利宣言中宣稱：「兒童有權利獲得充分的遊戲

和娛樂活動的機會
59
。」遊戲就如同營養、居住、健康照顧和教育一樣，是兒童的

基本權利之一。德國心理學家葛羅斯(Karl Gross)也認為：「兒童時期是遊戲的時期

60
。」遊戲是童年生活的核心經驗，小孩在遊戲中長大，也在遊戲中學習，兒童大

半的時間都在遊戲，遊戲是讓幼兒理解這個大千世界的管道之一，因此，兒童的

遊戲與學習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說兒童的世界就是學習的世界。遊戲不僅促使

兒童身心都可以均衡的發展，也可以達到教育的目的，帶給兒童歡樂61。遊戲是兒

童共同的活動，作為以兒童為主要訴求對象的圖畫書，遊戲是經常出現的故事內

容，《我愛玩》(圖 3-1-1)就是一本以童玩為主題所發展出來的創作兒歌集，內容所

59
引自聯合國 http://www.un.org/chinese/（2008/9/30）

60
引自詹棟樑，兒童人類學—兒童發展，（台北：五南，1994），頁 469。

61
同上註，頁 45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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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都是成人熟悉的童年遊戲，有：跳房子、捉迷藏、踢毽子、放風箏、騎腳踏車、

踩影子……等二十種童玩，其中也包括腳踏車；同樣地，《精彩過一生》(圖 3-1-2)

裡的爺爺奶奶裡也提到：不同的年紀，我們玩不同遊戲，十歲的遊戲就是騎腳踏

車。上述兩本圖畫書均顯示騎腳踏車是兒童常見的遊戲之一。

圖 3-1-1 圖 3-1-2

一、童年玩伴

童年裡最令人雀躍的一刻，就是突然發現自己學會了騎腳踏車，那種能夠操

之在我的喜悅與勝利一生都難以忘記。騎腳踏車是童年共同的遊戲與回憶，儘管

學習騎車的過程交織著汗水和淚水，但克服困難和障礙後，便可以隨著自己的速

度移動，視野也隨之開闊。《鈴鈴鈴請讓路》、《不要放手喔》、《我會騎腳踏車》這

三本圖畫書就是在描寫兒童學騎腳踏車的過程，三本書的主角都共同經歷了摔

跤、膝蓋流血，甚至開始萌生退卻的念頭，但是都能在爸爸的扶持與保護下成了

踩著風火輪的小哪吒。每個兒童學騎腳踏車的過程必定經歷過無數次的跌倒，然

而，小孩不怕跌倒，跌倒是他以他的身體融入周遭世界，干擾外在事物的秩序時，

必要付出的成本。但他從不計算成本，只因體驗是他生命成長不能割離的血肉
62
。

當兒童學會騎腳踏車，腳踏車就成了和同伴一起出遊的玩樂工具。在《敵

人派》裡父親面對被新鄰居嘔得懷恨在心的小男孩，沒有急忙搬出訓誡大道理，

62
黃武雄，《童年與解放》，（台北：左岸文化，2004），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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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輕巧的用一個派，幫助他卸下心防，但是敵人派其中的一個秘方，是必須和

敵人相處一整天。於是男孩騎腳踏車去鄰居小傑家，他們騎了一會兒腳踏車、跳

跳彈簧床，然後灌一些水球丟對街的女孩，經過一天的相處，男孩和小傑也拉近

了彼此的距離。腳踏車在這則故事中不僅是男孩到小傑家的交通工具，也是和小

傑一起玩樂的遊戲工具。

另一對一起騎車玩樂的朋友是《我們是好朋友》裡的康康和阿德，阿德因搬

家而轉學，不久之後，康康收到阿德寄來的信，康康馬上畫了一封信給阿德：他

畫了兩個好朋友在蓋堡壘。他又畫他們在玩小汽車。他再畫他們在騎腳踏車。康

康在圖畫旁邊寫：如果你在這裡，我們就會這樣玩。可是你不在。從康康的信裡

顯示騎腳踏車是康康和阿德往日的遊戲，也是康康最想念的活動之一。阿德轉走

後，康康從一開始的生氣、無奈、埋怨，到徬徨無助的想念，進而接納改變的事

實進而獲得和小威的新友誼。在這二段友情裡，騎腳踏車是三位男孩不變的遊戲。

《小老鼠和大象》裡被擬人化成兒童的小老鼠和大象是好朋友，但是他們總是

找不到可以一起玩的遊戲，大象可以玩的，小老鼠不行；小老鼠可以玩的，大象

又擠不進去。大象終於想出可以和小老鼠玩的遊戲，就是一輛協力車，這輛特別

訂做的協力車還有小老鼠專屬的小把手、小座椅和小踏板。即使體型差異之大一

如老鼠和大象，但老少咸宜的腳踏車終究還是最適合牠們的玩具。

除了上述三本圖畫書，《鐵馬》、《想念》、

《小帝奇》、《鴨子騎車記》(圖 3-1-3)、《我和我

的腳踏車》等故事裡的腳踏車也都是兒童一起

嬉戲的玩具。此外，腳踏車不僅是和玩伴同樂

的遊戲，在沒有玩伴的時候，腳踏車仍然可以

達到娛樂的目的。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的作品《外公》裡的小孫女便是

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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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的庭院裡一邊騎車一邊看著外公跳繩；《大象男孩與機器女孩》裡的大象男

孩—祥祥，因為沒有小朋友願意接近他，祥祥也只能孤單的在公園裡騎著腳踏車。

此外，《祝你生日快樂》、《兒子的大玩偶》、《小凱的家不一樣了》等圖畫書裡也都

有獨自騎腳踏車遊玩的兒童。

二、紅色炫風

腳踏車雖然被認為是環保的綠色運具，但在筆者收集到的 138 本圖畫書中，

腳踏車在書中扮演遊戲工具的圖畫書有 46 本，在這 46 本書中，紅色腳踏車出現

的次數多達 22 次，位居所有顏色之冠，皮埃‧波納爾(Pierre Bonnard)指出：顏色本

身沒有形體或立體感，卻能表達任何事物
63
。這 22 本圖畫書的作者究竟想藉著紅

色表達出什麼訊息？或許因為：「紅色是各種顏色中令人注目性最高的顏色
64
」，也

或許因為圖畫書中的紅色腳踏車是作者希望讀者注意的焦點。在無字圖畫書《你

不能帶氣球進大都會博物館》裡，被鴿子叼走的氣球在紐約作了一次歷險，氣球

飄到腳踏車騎士的後座上，紅色的腳踏車在黑白色的背景中，特別容易讓讀者的

視線跟隨腳踏車移動。另外，兒童騎車出遊的地點通常在綠色的草坪上，在一片

綠色中紅色的腳踏車顯得特別突出、特別有份量。又因為紅色是吸引人注意的顏

色，所以《你看我有什麼》(圖 3-1-4)、《小帝奇》(圖 3-1-5)、《我和我的腳踏車》(圖

3-1-6)、《快樂單車遊》(圖 3-1-7)這四本圖畫書的繪者均不約而同選擇以紅色來呈現

63
引自 Jose’M Parra’mon，《色彩》，王荔譯，（台北：三民，1997 年），頁 9。

64
引自歐秀明、林文昌合著，《色彩生活美學》，（台北：橄欖，2008 年），頁 67。

圖 3-1-4 圖 3-1-5 圖 3-1-6 圖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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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主角羨慕或是同儕拿來炫耀的腳踏車。

顏色的力量是顯而易見的，心理學家認為，顏色之所以能影響人的精神狀態

與心緒，就在於顏色源於大自然先天的色彩，例如鮮紅的血液、藍色的天空等。

在古代，紅色的象徵多與自然世界的生命力有關，它可以喚起渾身的力量，也有

新生嬰兒誕生的記憶。此外，紅色也是活力的象徵，代表著積極、強健、勇敢、

熱情，意味著活出自己的力量
65
。兒童都希望可以早日成為自己的主人，藉著腳踏

車輪的轉動擴大自己的視野，不必依靠成人也可以體驗來去自如的自由，騎上腳

踏車就是展現自我力量的開始，由此觀點來看，紅色的確是最適合兒童腳踏車的

顏色。

此外，蔣勳也表示：在廣大的東方，紅色代表喜慶，每一年最歡樂的時光，

家裡會用紅色布置；一生最歡樂的時刻，人們會穿起紅色的衣服。紅色，變成一

個非常迷人的記憶
66
。紅色和腳踏車連結在一起，就成了一輩子都無法忘懷的美麗

記憶。珍．杜南也認為：紅色會讓我們聯想到快樂和溫暖
67
。永遠不老的腳踏車在

每一個世代間，帶給不同的孩子們快樂的童年，這些孩子就在遊戲的歡樂中長成

大人。因此，在圖畫書中作者常選擇紅色來呈現腳踏車，或許也是想藉由紅色來

表現兒童騎腳踏車時的歡樂時光。

腳踏車不僅僅是孩子的遊戲，電影《練習曲》的導演陳懷恩就曾說：「單車其

實也是成年人休閒娛樂的大玩具
68
」。成人騎上腳踏車，彷彿重返久違的青春歲月，

藉由車輪的轉動再造自己的童年，而這個讓人不斷回味的大玩具可以一直陪伴著

每一位小孩和大人遊戲，直到年老。

65
參自卡琳.琿克（Karin Hunkel），《色彩的魔力》，管中琪譯，（台北：智庫，1998 年），頁 10、
15、25；戴維方坦納(David Fontana)，《象徵的名詞》，何盼盼譯，（台北：米娜貝爾，2003 年），
頁 92。

66
參自蔣勳，《美的覺醒》，（台北：遠流，2006 年），頁 200。

67
參自珍.杜南（Jane Doonan) 著，宋珮譯，《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台北：雄獅，2006 年
頁 78。

68
引自陳懷恩、黃健和，《單車環島練習曲》，（台北：大辣，2007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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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指一切人造的、用於人類代步或運輸的工具或裝置69。腳踏車是世界

上最被廣泛使用的交通工具，以全世界統計，腳踏車數量遠超過汽車，幾乎是二

比一的比例，而產量更是汽車的三倍70。腳踏車不僅是最多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也

是和人類最親近友善的交通工具，它的結構簡單，高度也可依照騎乘者的需求做

調整，不論是兒童還是老人，都能輕鬆騎乘。就筆者的觀察，在圖畫書中純粹把

腳踏車當作交通工具的角色以老人和兒童居多，雖然也有青壯年騎乘腳踏車出現

在圖畫書中，但他們騎乘腳踏車，多是另有工作的需要，這部份留待下一節再討

論。此外，傅林統提出：「兒童文學中以人為主角和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比重是不

分上下的。
71
」這麼多的動物故事中，動物常被擬人化成兒童，代替兒童經歷故事

中的情節，在圖畫書裡，兒童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踏車，因此，圖畫書中也

有許多擬人化的動物騎著腳踏車出現。本節將分別就腳踏車作為老人、兒童和動

物的交通工具分別探討。

一、老人的交通工具

老年人因年紀漸長，體力漸衰，反應也變慢，無法再像年輕時開著汽車四處

遊山玩水、或騎摩托車在路上馳騁，老人的年紀與體力往往也限制了他們的行動。

腳踏車是一種輕便、安全的短程交通工具，非常適合老人騎乘，腳踏車能讓

他們超越生理的限制，帶領老人重新上路。腳踏車雖然無法再帶著老人走遍全世

界，卻能讓他們重新體驗生命，在一踩一踏間回想已走過的人生路程，生命反而

漸漸明朗清晰。

69
參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 （2008/5/27）

70
參自約翰‧雷恩（John Ryan），《七個環保綠點子》，楊永鈺譯，（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
頁 48。

71
引自傅林統著，《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台北：富春，1998 年），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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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林國際出版公司在 2000 年與文建會共同企劃出版十本以台灣本土為出發

點的《台灣兒童圖畫書》，其中有三本圖畫書中的老人是以腳踏車為交通工具。《奉

茶》(圖 3-2-1)裡的土地公騎腳踏車去村莊查訪；《三角湧的梅樹阿公》裡(圖 3-2-2)，

腳踏車是梅樹阿公出門去畫畫的交通工具。這二本圖畫書的背景均約為民國五十

年代，書中的二位老人騎的都是那時用來載送貨物的「武車」。在物資貧乏的民國

四、五十年代，腳踏車不僅是代步

工具，有極大部分的家庭，是靠這

台「武車」支撐家中的經濟，「武車」

也是當時家庭的重要財產。另外在

《走，去迪化街買年貨》裡也有個

阿公辛苦的騎著武車來到迪化街，

站在路旁擦汗。

除了台灣的阿公會騎著腳踏車外出，腳踏車也是日本老人的交通工具。日本

畫家田中仲介用鉛筆素描呈現出的動人故事 —《當天使飛過人間》(圖 3-2-3)，故

事中老爺爺到田裡工作的交通工具就是腳踏車，對照書中被飛過的狗兒驚嚇到的

郵差所騎的腳踏車，老爺爺的腳踏車是後座寬大的農用腳踏車，不同造型的腳踏

車也顯現出不同的用途。另外，移居美國的日本畫家艾倫‧賽伊(Allen Say)以其獨

特的繪畫風格，詮釋出《紙戲人》這則扣人心弦的懷舊故事，非但將日本彌足珍

貴的紙戲技藝再次呈現，也復甦說故事的文化傳統。爺爺騎的黑色腳踏車不僅載

著爺爺下山重溫演紙戲的舊夢，還是爺爺演紙戲時的重要舞台(圖 3-2-4)。爺爺從純

樸的鄉間騎著腳踏車前往熱鬧的都市，途中經過搖搖晃晃的老爺橋，橋是過渡、

轉換的象徵，老爺橋連接著爺爺受歡迎的過去和被遺忘的現在，騎過老爺橋爺爺

彷彿回到過去演紙戲的時光，腳踏車在這裡成為連結兩個不同時空的交通工具。

由上述兩本圖畫書看來，老人騎乘的腳踏車不僅僅是交通工具，有時也扮演著與

工作息息相關的角色。

圖 3-2-1 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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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圖 3-2-4

同樣都是將腳踏車當作交通工具，但是《和爺爺一起騎單車》、《魯拉魯先生

的腳踏車》、《花婆婆》這三本圖畫書中爺爺、婆婆騎腳踏車的目的，和上述二位

爺爺不同。《和爺爺一起騎單車》的爺爺是載著孫兒去兜風；魯拉魯先生騎車帶著

動物們出遊；花婆婆則是騎車穿梭在種滿魯冰花的城鎮間，他們騎上腳踏車沒有

工作目的，只是為了享受乘風前行的樂趣。腳踏車除了是爺爺奶奶們在陸上的交

通工具，也可以成為空中的交通工具，在作者史提凡‧查吾爾（Stepan Zavrel）

的創意下，《湯姆爺爺》裡的腳踏車裝上孩子們帶來的飛行裝備後，竟然成為帶

領爺爺從空中逃離老人院時的交通工具。

Taylor 於 1980 年使用文獻分析法，以瞭解兒童讀物中對老人形象與特性的描

繪，Taylor 發現：一般讀物與兒童讀物有一個雷同處，就是女性老人在一般讀物

中的地位與在兒童讀物中一樣，較不具重要性及代表性。或許是因為社會上普遍

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觀念，而導致在圖畫書中，即使是老年人，也被

性別劃分了他們所該扮演的角色，因此，不論在兒童讀物或是一般讀物中，在描

寫老人角色與老人生活時，皆以男性老人為主
72
。Taylor 這段話或許可以解釋為什

麼在這些老人外出的圖畫書中，只有花婆婆一位女性。腳踏車在剛問世之時與女

性絕緣，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圖畫書中似乎還是保持著「男主外，女主內」

的刻板觀念，少有騎腳踏車的女性老人。

72
Taylor, G.,〈Images of the elderl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Reading Teacher》,

34(3),(1980),p.34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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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的交通工具

電影「ET」裡，男孩奮力踩著腳踏車避開壞蛋的追捕，欲送 ET 去坐太空船

回家，男孩騎著腳踏車凌空飛越夜空中一輪滿月的畫面，已成為眾人記憶裡一幅

經典的畫面。腳踏車是兒童的第一個交通工具，大部分人的童年，都是在某一個

時間點學會了騎腳踏車，然後意氣風發地開始探索鄰近範圍，接著活動區域也跟

著越拉越遠，似乎只要有一輛腳踏車，就沒有到不了的地方。學會了騎腳踏車就

是兒童成長獨立的開始。

腳踏車讓原本只能以雙腳步行或依靠大人的帶領才能見識外面世界的兒童，

有了自行外出的機會。《琪莉和琪莉莉》中可愛的雙胞胎姐妹，就是一起騎著腳踏

車出門，拜訪了森林裡的咖啡店、麵包店、也欣賞了美妙的音樂會，透過兩人的

想像帶領讀者進入森林裡，感受這份寧靜的美好。零污染的腳踏車沒有引擎聲，

也不會帶來烏煙瘴氣，是唯一適合靜謐森林的交通工具，作者土井香彌特意安排

姊妹倆以腳踏車代步，用腳踏車悠閒的節奏調配出這趟旅行的幸福氛圍。另一本

姊姊和妹妹相親相愛的故事，是夏洛特‧佐羅托(Charlotte Zolotow)的作品《大姊姊

和小妹妹》，這位大姊姊時時刻刻照顧著小妹妹，她會騎腳踏車載小妹妹兜風，她

會牽著小妹妹的手，帶她過馬路，一起去上學。大姊姊騎車載妹妹兜風時，小妹

妹坐在腳踏車的把手上，雙腳放在腳踏車的籃子裡，顯示她正享受著兜風的暢快，

和對姊姊完全的信任。

除了姊妹一起騎腳踏車出遊，也有許多活潑好動的男孩把腳踏車當交通工具

出外遊玩，《讓路給小鴨子》(圖 3-2-5)的魯莽男孩騎著車在波士頓公園裡橫衝直撞，

嚇跑了野鴨馬拉太太；《祝你生日快樂》(圖 3-2-6)裡的小丁子就是騎著腳踏車遇到

了樹下的小姊姊，展開了一段感人也令人感傷的友誼；《敵人派》(圖 3-2-7)裡的小

男孩騎腳踏車去敵人小傑家，希望他可以吃下消滅敵人的必勝絕招－－敵人派；

《我們是好朋友》裡的康康和小威一人騎著一台騎腳踏車去田野間抓青蛙，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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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好朋友；《你看我有什麼》的皮皮騎了一輛新的紅色腳踏車到安安面前炫耀；

《門鈴又響了》來了許多小朋友要和維多利亞一起吃餅乾，其中喬喬就是騎著腳

踏車來到維多利亞的家。

圖 3-2-5 圖 3-2-6 圖 3-2-7

另外，《五月木棉飛》這則故事裡，因為有人對木棉樹的棉絮過敏，所以主

張把木棉樹砍掉。但是砍一棵樹，只要幾秒鐘，一棵樹的長成卻至少要近十年！

於是小男孩騎著腳踏車到街上，仰望高大的木棉樹想著：除了砍樹，有沒有更好

的方法？或許大人也該騎上腳踏車以不疾不徐的速度，去發現並欣賞樹的美好。

《這是誰的腳踏車》裡小男孩騎著自己的腳踏車，高興的在草原上馳騁，發現前

方有一台造型奇特的腳踏車，接下來，各式各樣奇異的腳踏車一一出現。不同的

動物因著體型和習性的差異，而各自擁有獨一無二的腳踏車。最後，小女孩出現

了，她讓沒有腳踏車的蝸牛坐在自己腳踏車的後座，為全書帶來溫馨的結尾。除

了上述圖畫書，《我有友情要出租》、《貓兒在月亮上》、《祖母的妙法》、《快

樂單車遊》、《騎車到岸邊》等圖畫書裡的兒童也都是把腳踏車當作交通工具。

上述故事中的兒童所騎乘的腳踏車是專為兒童設計的車，但在半個世紀前的

台灣，大部分兒童礙於家中的經濟，只能騎著大人的車四處闖蕩，雖然對他們來

說騎大車是很不方便的事，但跨上車以後就可以獨自駕馭的快感，和對自由的渴

望，終究還是讓兒童克服了身高上的困難呼嘯前進。以下是三位台灣本土作家對

於當時的台灣兒童「騎大車」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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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蘭、張哲銘一起合作完成的《鐵馬》，是以民國五十年代為背景架構，以真

實故事改編而來的故事。「鐵馬」，是當時台灣人對腳踏車的稱呼，顧名思義是用

鐵做的馬，顯示這項交通工具的可靠與堅固。在那個貧困的年代，鐵馬都是製造

給大人騎的，沒有兒童專屬的腳踏車，鐵馬又高又重，小朋友個子小，騎鐵馬時

腳搆不到踏板，必須用側跨的方式，以一隻腳踏上踏板，另一隻腳從車身中間的

三角形空間伸過去，踩住另一個踏板，所以小

朋友非常容易跌倒，雖然如此，卻仍不能阻擋

兒童想到遠方探險的雄心壯志。《鐵馬》中的這

一對兄弟，便是側跨騎腳踏車和同伴一起遊玩

(圖 3-2-8)；原本不大會騎腳踏車的弟弟，也因

哥哥淋雨發高燒，爸媽又不在，所以鼓起勇氣

騎上腳踏車去找醫生，完成了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任務。

由葉安德自寫自畫的《我和我的腳踏車》裡也有另一個側跨騎腳踏車的男孩，

男孩因家中經濟狀況不允許，無法擁有適合自己

身高的腳踏車，從圖 3-2-9 可看到男孩家中的腳

踏車幾乎和坐下來綁鞋帶的男孩一樣高，由此可

知，騎上這輛大車對於他是多麼困難的事。而男

孩和同伴出外騎腳踏車時，只有他側跨著騎大

車，同伴們都是騎著合適的車，因此他總是同伴

中的最後一名。所以男孩非常渴望可以擁有一輛

屬於自己的新車，然而，夢想的實現並不總是一帆風順。此外，在陳致元的作品

《想念》裡，主角在夢中和童年玩伴一起騎腳踏車在鄉間道路玩耍，由腳踏車的

外型和寬大的後座也可得知他們騎的正是民國五十年代的「武車」，腳踏車在此也

間接反應出作者童年的時代背景。

圖 3-2-8

圖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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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物的交通工具

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中，無論是神話、童話、寓言或圖畫書，以動物為主角

的故事不勝枚舉，如林良所言：「動物特別多是兒童文學的特色之一。
73
」作者總

喜歡以動物或與動物相關的事物作題材，一方面是兒童對動物感到親切，孩子們

要進入動物的世界，遠比進入成人世界容易；另一方面也由於人類的原始生活和

動物的關係最為密切。以動物為主角，不僅貼近兒童的生活，還能夠使兒童對作

品的世界產生共鳴，進而促進對作品的理解74。法國文學家路奈基約（Rene Guillot，

1900~1969）曾表示：「孩子們進入動物的世界，比進入成人的世界更覺心安。
75
」

圖畫書是兒童最早接觸的書籍，為了讓兒童感覺親切，許多作家喜愛以動物

為故事主角。書中雖然畫的是動物，但呈現的其實是兒童天真、活潑的心理和生

活，當孩子閱讀故事時，主角遭遇的事件就是代替他接受某種經歷，這些角色不

但具有動物本來的生態，同時也象徵著兒童們的生活型態。例如：《統統是我的》

裡的小烏鴉就像兒童一般，看到同儕擁有自己所沒有的物品就想佔有，所以當小

熊騎著三輪車經過小烏鴉面前，小烏鴉便一心一意要得到這輛車。另外，也有和

兒童一樣想要學會騎腳踏車的小動物，像《媽媽最棒！爸爸最棒！》裡的小刺蝟、

《鴨子騎車記》裡冒險騎車的鴨子，和《四輪軟腳蝦》的小劍龍，小劍龍得到一

輛夢寐以求的腳踏車，媽媽怕他重心不穩，在後面多加了兩個輪子，但是這四輪

腳踏車卻遭到其他恐龍的訕笑。

學會騎車後，接下來動物們就想騎著腳踏車和同伴一起

出遊，去看看這廣大的世界，例如：《好朋友》裡的公雞咕

咕、小老鼠強強和小豬波波會一起叫醒農莊裡的動物，然後

他們騎上腳踏車，從農莊出發，一起在晨光裡兜風（圖

73
引自林良著，《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社，2000 年），頁 111。

74
參自傅林統著，《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台北：富春文化，1998 年），頁 387。

75
引自蔣風主編，《兒童文學原理》，（合肥：安徽教育，1998 年），頁 390。

圖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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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傑琪的腳踏車旅行》的傑琪和她的十一隻小熊哥哥一起騎協力車去旅

行；《彩色糖果的約定》小貓奧斯卡騎車到公園和兔子喬伊一起散步；《小老鼠和

大象》大象終於想出可以和小老鼠玩的遊戲，就是一塊騎協力車；《謝謝你，好朋

友》裡的大野狼騎車載著狐狸到海邊釣魚(圖 3-2-11)。

小動物們除了有著和兒童一樣愛遊玩的特質，也有喜歡幫助別人的熱情，在

《艾拉快樂送蛋糕》裡的小象艾拉便利用她的腳踏車幫媽媽送蛋糕到燈塔給肯奈

爾船長。除了上述圖畫書，《大貓來了》（圖 3-2-12）、《阿比忘了什麼》（圖 3-2-13）、

《小牛雷夫學游泳》（圖 3-2-14）、《袋貂魔法》、《早起的一天》、《老鼠牙醫地嗖頭》、

《都是夏天惹的禍》、《慌張先生》這些圖畫書裡也都有可愛的動物騎腳踏車的畫

面出現，最特別的是《小牛雷夫學游泳》，這本書裡竟然有小魚在海裡騎腳踏車，

看來腳踏車的魅力連大海裡的魚兒都無法抵擋！

圖 3-2-11 圖 3-2-12 圖 3-2-13 圖 3-2-14

不管是動物還是兒童，都希望自己是特別的、是無可取代的，《這是誰的腳踏

車》裡有許多獨一無二的腳踏車：有的腳踏車有著長長的車身 (圖 3-2-15)；有的在

腳踏車有著特殊功能 (圖 3-2-16)；有的甚至沒有把手只有兩個輪子(圖 3-2-17)。這

些腳踏車各有奇特之處，但是相同的是：它們都具有二個輪子以及它們都是為這

些動物特別設計的交通工具。每一輛腳踏車代表著一種動物，雖然這些動物都各

有奇特之處，但是仍然找得到屬於自己的腳踏車，這似乎也暗示著每位外形、特

色互不相同的兒童，在這花花世界裡，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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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5 圖 3-2-16 圖 3-2-17

松居直相信：「繪本是沒有藩籬、沒有設限的。年齡層從小孩到大人，對大

家來說，那是可以用文字和圖來表現的、一個非常廣闊的自在世界。
76
」腳踏車也

和圖畫書一樣對於使用者沒有年齡的限制，它是世上唯一一種不分男女老少都可

騎乘的交通工具，可以從孩提時期一直陪你騎到年老。一般而言，老人和小孩在

社會上常是較需要仰賴他人幫忙、較沒有行動力的族群，在腳踏車的世界裡，他

們卻可以靠著自己的力量享受自由的時光。腳踏車除了是最親近人類的交通工

具，在動物的世界裡，也很受到小動物們的喜愛，林良認為：「從心理學的事實

來看，小孩子喜歡動物，就跟大人喜歡小孩子一樣自然。
77
」其實，從圖畫書裡的

故事看來，動物喜歡騎腳踏車，也像小孩喜愛騎車一樣自然。

76
參自河合隼雄,松居直,柳田邦男合著，《繪本之力 》，林真美譯，（台北： 遠流，2005 年），頁
154。

77參自林良，《淺語的藝術》，（台北：國語日報社，2000 年），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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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謀生工具

Southworth 與 Ben-Joseph 指出：1890-1895 年是「Bicycle Craze Era」（腳踏車

風行的年代），在英國腳踏車的黃金時期，約有 900 萬台腳踏車在路上從事不同

的活動，包括競賽、旅遊、談戀愛、賣麵包、郵政及警政業務，以及全家出遊等
78
。

其中腳踏車就是當時賣麵包、郵政及警政等工作的最佳工具，可見腳踏車作

為謀生工具的歷史由來已久，以下分別就圖畫書中腳踏車作為運送信

件、送貨載物以及其他工作等用途加以探討。

一、運送信件的工具

在魔法世界裡，貓頭鷹是哈利波特的信差；在 19 世紀之前，馬車則是人類遞

送信件的工具。直到 1830 年，法國政府正式決定以腳踏車作為郵差送信的交通工

具
79
。在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郵電事業迅速發展，腳踏車才成為郵差的

交通工具，當時，綠衣綠帽、腳踏車是郵差的典型標誌
80
。在台灣，新式郵政成立

之初，送信的郵差並無制服，業務漸上軌道後，才統一穿著綠色制服，因郵差穿

梭大街小巷為大家服務，故有「綠衣使者」的美譽。

後來，隨著交通工具的演進，郵差的運送工具也隨之更替為更迅速、載貨量

更多的機車和汽車，現實生活中的郵差已很少騎乘腳踏車送信，但圖畫書的繪者

仍是喜愛讓郵差騎著人類最友善的交通工具，繼續為故事裡的主角傳送希望和溫

馨。比起其他交通工具，腳踏車雖然緩慢，但其便利、無污染的特性，更適合郵

差在大街小巷穿梭；郵差努力的一踩一踏傳遞信件，更能令收信人感受到寄信人

與郵差誠摯的心意。

78
參自 Southworth, M., Ben-Joseph, E.,《Streets and the Shaping of Towns and Cities.》

McGraw-Hill, New York,1997.
79

參自 Bicycle http://ms4.nnjh.kl.edu.tw/~comp206/index.html（2008/1/7）
80

參自石家莊日報社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union.china.com.cn/gaige/txt/

（200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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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的瘋狂事件》這則故事讀起來瘋狂中帶著溫馨，卡通般鮮豔的用色，

則營造出熱鬧的活潑氛圍。農場裡有隻母牛莉莎，她有個瘋狂的興趣—─追郵差。

但這卻對農場主人造成困擾，因為莉莎的關係，他收到的包裹很少有完整的，對

來送信的郵差也造成了恐懼。有一天，郵差試著送給莉莎一份包裹，打算對她釋

出善意，沒想到不僅事與願違，連送信的腳踏車都摔壞了，但也讓莉莎有個改過

機會。當郵差發現腳踏車被壓壞時抽噎著說：「完了！沒

有了腳踏車，我要怎麼送信啊！」郵差一手拿著被壓壞的

腳踏車零件，一手用帽子不敢置信的捂住嘴巴，由郵差臉

上難過的表情可知道他是多麼重視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

(圖 3-3-1)。這輛腳踏車造型特殊，前輪還加裝了二個小輪，

或許是因為如此一來，郵差在農場上傳送信件時可以更為

穩當便捷。

《凱琪的包裹》是另一則充滿溫馨人情味的真實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住在美國的黛西寄了巧克力、香皂和一封信給荷蘭的女孩凱琪，凱琪也寫了一封

感謝信給寄來禮物的黛西。這兩個素未謀面的女孩開始從書信往返中了解彼此的

生活狀況。黛西的媽媽會同地方教會以及鄰居的力量募集到許多物資，寄給凱琪

和她的鎮民，協助他們度過寒冬。當春天來臨時，凱琪則回報黛西很多很多的鬱

金香球根，至今，美麗的鬱金香依然開在黛西的城鎮。

郵差在這則故事裡的意義非凡，他替飽受戰爭的鎮民

送來莫大的安慰和喜悅。郵差柯萊弘每次送信或包裹給凱

琪時，兩人總是欣喜的高舉手臂，柯萊弘替收到信件的凱

琪興奮，凱琪則因收到朋友的祝福而開心(圖 3-3-2)。收信

人臉上滿足的笑容就是郵差這份工作最大的意義，郵差替

凱琪送來的不只是救命的物資，更是一份來自遠方的關懷

和希望，載送郵差和信件的腳踏車無疑是傳遞這份溫情的使者。

圖 3-3-1

圖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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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腳踏車在圖畫書中不僅僅是郵差運送信件的工具，也是郵差的身份認

證，例如：《農場的瘋狂事件》、《凱琪的包裹》、《牛美女要減肥》(圖 3-3-3)、《當天

使飛過人間》(圖 3-3-4) 、《逛街》(圖 3-3-5)、《佳佳的妹妹不見了》、《金色翅膀》

這七本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圖畫書裡，都可見到郵差的身影，有的郵差是

故事中的主角；有的只是街道上的一景，文字敘述裡甚至沒有提到「郵差」的角

色，他們的外型、服裝、配件也都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是騎著腳踏車進

行運送郵件包裹的工作，腳踏車幾乎是圖畫書中郵差的基本配備，有了腳踏車在

郵差身邊相伴，可以讓讀者更輕易辨別郵差的身份。

圖 3-3-3 圖 3-3-4 圖 3-3-5

郵差先生在街道上騎車送信是人類共同的回憶，這一幕尋常的畫面讓不同國

家的讀者同時感到親切與熟悉。在圖畫書裡，腳踏車是郵差先生最佳的工作伙伴，

也是郵差先生最好的身份認證。有了腳踏車的轉動，綠衣使者才能讓世界各地的

溫暖繼續傳遞。有郵差的日子，才有等待和盼望。

二、送貨載物的工具

腳踏車除了是郵差運送信件的工具外，更是汽、機車尚未普及前民眾載物的

最佳助手。台灣早期的腳踏車以日本進口為主，價格非常昂貴，當時女性騎的為

「文車」，男性載貨用的稱「武車」。「武車」有寬闊的把手，四方格的後座，鐵條、

鐵架和車輪上都是粗鐵絲，讓車身顯得粗壯又笨重，車子堅固耐騎不容易損壞。

早期機車尚未普遍的時候，都用「武車」來載重稻米、穀物或是甘蔗、香蕉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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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農作物。另有一款「雙管武車」，其承載的重量可多達 3、4 百斤，因此有「台

灣牛」的封號，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功臣81。

改編自鄭清文原著，由幾米繪圖的《春雨》，有對台灣人飲水思源的情感，和

早時入贅文化的描寫。故事中的孤兒安民入贅阿貞家後，工作很賣力，時常穿著

短褲和拖鞋，踩著一輛後面裝有一個鐵架的中古腳

踏車，日夜不停到處去送貨。從圖 3-3-6 可看出安

民一手扶著鐵馬的把手，一手扶著鐵架，吃力的要

將鐵馬推上一段斜坡路，吃力的原因是鐵架上還載

有四箱貨物和二袋包裹，把手上還掛著一袋物品。

由此圖的描繪，我們可得知當時的「雙管武車」可

負載的重量，的確是十分驚人。

以下幾本由台灣和日本出版的圖畫書都是在腳踏車的後座上載了不同的物

品：《第一次上街買東西》的小惠，路上遇到用腳踏車載竹籃的叔叔衝了過來，讓

小惠嚇了一大跳（圖 3-3-7）；《鐵馬》裡的爸爸載了三布袋的蒜頭（圖 3-3-8）；《加

油，大胖狗》（圖 3-3-9）裡賣酒商店的哥哥載了一箱酒；由上述圖畫書中的圖畫，

我們可得知臺灣與日本圖畫書中有載物功能的腳踏車多是黑色、有著厚重造型的

「武車」。

81
參自陳柏如，〈回首來時路 台灣自行車懷舊篇〉，《中文自行車市場快訊》第 77 期，2001 年 4-5

月，頁 22-27。

圖 3-3-6

圖 3-3-7 圖 3-3-8 圖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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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同樣在故事中扮演載送貨物的角色，但腳踏車的造型在歐美國家出版的

圖畫書中，和臺灣、日本傳統的「武車」便截然不同。例

如《艾拉快樂送蛋糕》的小象艾拉是在自己的小腳踏車後

方綁一台拖車來運送蛋糕，這輛紅色腳踏車不僅在顏色上

不同於黑色的「武車」，外觀也不像武車那樣笨重，把手上

還綁了彩色的彩帶，這台可愛的小車和艾拉頭上的紅色蝴

蝶結，一同為艾拉送蛋糕的成長之旅流露出甜美愉悅的氛

圍（圖 3-3-10）。

此外，在捷克繪者彼德．席斯的作品《我有一隻狗》中，瑪德蓮想要養隻小

狗，可是爸媽都不准，突然，一隻隱形的小狗出現了！瑪德蓮高興的牽著牠在街

上溜達。他們一路上遇到了麵包師傅、蔬果店老闆、音樂家、畫家……等。其中

蔬果店老闆騎著一輛改裝過的腳踏車（圖 3-3-11），二個前輪上架著一個大箱子，

箱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蔬果。這輛腳踏車便類似第二章所述出現在哥本哈根的

「腳踏箱型車」（Carrier Bike，圖 3-3-12），腳踏箱型車將可置物的大箱子

裝置在腳踏車前半部或後半部，以應付載貨或載小孩的多功能用途。

圖 3-3-11 圖 3-3-12

三、其他工作的工具

在 1948 年獲得英國電影學院最高榮譽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單車失竊記》

（The Bicycle Thief），是義大利寫實主義電影的經典之作，故事背景描寫二次世界

圖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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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前後的羅馬，在百廢待興之際，劇中父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張貼海報的工作，

但這份工作唯一的條件是需自備一台腳踏車。於是妻子將自己的嫁妝（一床棉被）

當掉買了一台腳踏車，不料才第一天上班，父親的謀生工具便被偷走了。

《單車失竊記》後的 53 年，贏得 2001 年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的《十七歲的單

車》敘述從農村到北京打工的阿貴，找到一份騎腳踏車送快遞的工作，腳踏車是

公司借給阿貴的，等他賺夠了 600 塊錢，他就可以買下這輛銀色腳踏車。然而，就

在他快要賺夠錢的時候，他的腳踏車在送件途中丟了，工作也沒了。這兩部相隔

半個世紀的影片，時空背景完全不同，但相同的是：兩位主角都是社會底層的小

人物，腳踏車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謀生工具，也是在城市生活的唯一希望。

在上述兩部電影中，腳踏車不僅是快遞的工具，也是載物的好助手，在《噹！

噹！噹！跟我回到小時候》一書裡，腳踏車更是許多民眾工作時的工具，如：賣

冷飲(圖 3-3-13)、補雨傘 (圖 3-3-14) 、賣棉花糖(圖 3-3-15)、賣麥芽糖、修皮鞋……

等工作。作者藉著描繪小時候的趣事，重溫童年時光，也讓讀者瞭解在那個物資

貧困的年代，腳踏車是許多家庭重要的財產。

圖3-3-13 圖3-3-14 圖3-3-15

圖畫書《擦亮路牌的人》裡的路牌清潔工、《跟阿嬤去賣掃帚》裡的枝仔冰

伯、《紙戲人》裡的老爺爺，也同樣將腳踏車視作謀生工具。他們工作的地點都在

大街小巷裡，隨時需要停停走走，最適合這些工作特性的工具就是輕便、富機動

性的腳踏車，腳踏車除了能讓他們在工作時方便移動還能提供載物的功用，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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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工載著擦路牌時使用的梯子、枝仔冰伯載著要販賣的枝仔冰、老爺爺載著紙

戲箱，這些物品都是他們工作時的必需品。

《擦亮路牌的人》裡的清潔工熱愛擦路牌的工作不想有任何改變，直到有一

天他聽到一對母子的對話，才發現自己每天擦的路牌，竟然都是音樂家和文學家

的名字，於是他開始去認識這些音樂家和作家，因為這樣的學習過程，讓他的生

活產生不平凡的改變，「平凡」和「偉

大」其實只在一念之間。值得一提

的是，清潔工（圖 3-3-16）和《單車

失竊記》裡的父親（圖 3-3-17），工

作時都必須騎腳踏車、載著梯子、

穿著工作服，兩者的造型因此有異

曲同工之妙。

另外，在《跟阿嬤去賣掃帚》裡的枝仔冰伯則是踩著腳踏車把手搖鈴掛在車

把晃來晃去，讓鈴鐺自個兒搖得叮鈴鈴地響，吸引著孩童的目光。早期農業社會

消費能力並不高，枝仔冰成為孩童每天的期待，賣枝仔冰的小販總會在腳踏車上

裝上叫賣的喇叭或手搖鈴，穿梭大街小巷，藉著喇叭發出的「叭噗、叭噗」聲或

鈴聲，吸引嘴饞的孩子一窩蜂跟前跟後。如今無數種高品質的冰品充斥市面、垂

手可得，但總比不上那時枝仔冰伯推著腳踏車，出現在巷口的枝仔冰。

在那個純樸的年代，兒童期待的零食除了冰涼的枝仔冰就是五顏六色的糖果

了，在日本，表演紙戲的人就是以賣糖果維生。日本民俗學者 Tara McGowan 表示：

紙戲於 1930 年代興起於日本，但是日本極早就有看圖說故事的傳統，早期的紙戲

不容易搬運，到了 1920 年代晚期，紙戲發展出小型木製戲台，安裝在腳踏車上，

可以遊走各鄉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紙戲已是日本社會不可或缺的娛樂，

圖 3-3-16 圖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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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戲人以連續劇的方式說故事，聽故事的兒童為了繼續聽到接下來的情節，就會

一次又一次來買糖果
82
。《紙戲人》的作者艾倫．賽伊回憶：

每次想起我在日本的童年生活，就會想到紙戲。每天下午，演紙戲的人騎著

腳踏車出現，腳踏車的後座有個大木箱，木箱抽屜裡裝滿糖果，箱子上有個

小戲台。小孩跟他買糖果，也聽他說故事。他一邊說，一邊抽出圖卡。那些

故事彷彿永遠沒有結局，每當英雄或俠女遇到危險，故事就結束了
83
。(圖 3-3-18)

所幸，紙戲人的故事並沒有真正結束，艾倫．賽

伊為我們保留了下來。由艾倫．賽伊的回憶我們可以

瞭解腳踏車對於紙戲人而言是多麼重要的謀生工

具，在《紙戲人》這本圖畫書裡，艾倫．賽伊如實的

呈現腳踏車和紙戲人之間緊密的關係。故事中的紙戲

爺爺雖然已經退休，但在心裡仍懷念演紙戲這份工

作，因此持續保養著說紙戲的必要工具——腳踏車，

期望有一天還能派上用場。這一天終於來臨，老爺爺

騎著腳踏車，帶著老奶奶替他準備的糖果，緩緩的騎向過去他演紙戲的地方。

不論是圖畫書《紙戲人》裡的爺爺、《擦亮路牌的人》裡的清潔工、《跟阿嬤

去賣掃帚》裡的枝仔冰伯，還是電影《單車失竊記》裡的父親、《十七歲的單車》

的阿貴，腳踏車都是這些小人物們最重要的謀生工具，雖然他們不是社會中大富

大貴的人物，但是他們都熱愛且專注於自己那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並且在工作

中找到樂趣和生命的價值。職業不分貴賤，一份工作的神聖與尊嚴在於面對時的

態度，只要長期的耕耘和累積，即使從事的是簡單微小的工作，也會幻化成傑出

亮眼的表現。如同柳田邦男所言：「即便是人生中乍看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自己

能從中獲得領會或獲得成就感，那當下便可說是生命意義之所在了
84
。」

82 參自 Allen Say（艾倫．賽伊），《紙戲人》，劉清彥譯，（台北：和英，2005 年）。
83 同上註。
84 引自柳田邦男，《尋找一本繪本，在沙漠中…》，唐一寧、王國馨 譯，（台北：遠流，2006
年），頁 222。

圖 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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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休閒工具

聯合國於1948年在「世界人權宣言」裡正式宣告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閒暇的權

利85，也就是說休閒是基本人權。在工業革命早期，一般民眾不是工作過度就是太

貧窮，無法利用自己的空閒時間，或是根本沒有空閒時間可利用。但隨著收入增

加，工時減少，休閒文化也隨之開啟。現代人熱愛速度，執著於用更少的時間做

更多的事，要追趕得上就必須不斷加快腳步，快速無疑成了一種崇拜，追求快速

之後也因此產生了許多生理、心靈上的問題。《慢活》一書認為，慢活在於重新利

用時間，心平氣和地與人、文化、工作、自然、自我的身心建立有意義的聯繫86。

於是，愈來愈多人放棄匆忙與快速，選擇加入腳踏車熱潮，學習用悠遊與放鬆，

感受生命的怡然自得。

腳踏車的發展目的從最早的娛樂用途漸漸演變為交通代步工具，現今則已經

進入休閒、運動的時代，騎腳踏車的意義已跟從前大不相同。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劉維公觀察到這一波腳踏車風潮：「不再像過去是因為貧困買不起汽車而騎

自行車，騎自行車已經變成了一種風格。騎車的人透過它，來宣示自己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態度。」腳踏車已逐漸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帶來人與「車」的新關係。

除了可以載著人們四處遊覽外，腳踏車也是最經濟、最無運動傷害的健身工具，

不僅可依個人需要變化來運動，還可以因應體能來調整呼吸、有效增進心肺及肌

肉的耐力，另外，更可以時時刻刻訓練自己的自律神經、平衡感和視力87。在 1850

年到 1870 年這二十年間，由於腳踏車的改良，使得腳踏車比賽變成一種新興又受

歡迎的運動，世界上第一次有官方正式紀錄的腳踏車競賽，是腳踏車二千米直道

85
參自聯合國 http://www.un.org/chinese/ 2008/8/7

86
參自 Honore Carl（卡爾‧歐諾黑），《慢活》，顏湘如譯，（台北：大塊，2005 年），頁 245、246、

311。

87
參自賀先蕙，〈奮起吧！腳踏車〉，《商業周刊》，第 1075 期，（台北： 2008 年），頁 112、113；

參自行政院體委會 http://www.ncpfs.gov.tw/news/news-1.aspx?No=545，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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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速比賽，於 1868 年的五月三十一日在法國首都巴黎的聖克勞德公園舉行，1896

年於希臘雅典舉行的奧運會，也將腳踏車(當時稱作「自由車」)列入比賽項目88。

腳踏車既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又可促進身體健康，是最好的休閒，也是最

健康的運動與生活方式。騎腳踏車是一種能與環境對話的休閒活動，腳踏車可快

可慢的速度，可以讓騎乘者在旅程中自在任意遊走，沒有了車窗的隔閡，更可以

注意到沿路景致隨著時間、季節而產生的變化。腳踏車也沒有破壞生態和空氣污

染的問題，讓我們更能敞開胸懷，嗅聞到大自然清新的氣息。騎著腳踏車移動，

是閱讀世界最悠哉的節奏。

一、郊遊踏青的伙伴

圖畫書裡其實也蘊藏著一個悠遊自在的世界，有愈來愈多的故事是在描寫主

角騎著腳踏車輕快的出遊，享受難得的悠閒時光。《琪莉和琪莉莉》的作者土井香

彌利用彩色鉛筆纖細溫柔的筆觸，營造出如夢境般、充滿幸福感的氛圍，讓琪莉

和琪莉莉在春夏之交一起騎著腳踏車往森林裡前進(圖 3-4-1)，他們到了有大小不同

桌椅的森林咖啡屋，也造訪販賣不同形狀麵包與

不同顏色果醬的麵包店，住進了有著大小不同鑰

匙的森林旅社，更參加了森林動物舉辦的音樂

會。透過動物商店獨特的創意美味與料理，帶領

讀著進入愉快的腳踏車之旅，不知不覺中時間似

乎變得緩慢，讓人也想和琪莉與琪莉莉一起去感

受森林裡寧靜的美好。如柳田邦南所言：「沒有想像力和夢幻的感性，就沒有繪本

的存在。
89
」，《琪莉和琪莉莉》這則單純的故事正是隱含了豐富的想像力和夢幻的

88
參自揚歌編譯，《改變歷史的交通工具》，（台北：民生報，1989 年），頁 11。

89
參自柳田邦男，《尋找一本繪本，在沙漠中…》，唐一寧、王國馨 譯，（台北：遠流，2006 年），

頁 204。

圖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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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為柳田邦男這句話做了最佳的詮釋。

類似的情節，也出現在《傑琪的腳踏車旅行》。在大家期待已久的郊遊日，12

隻小熊坐上加長的12人座腳踏車，經過綠森林、走過獨木橋後，終於看到湛藍的

大海。老么傑琪等不及先下了水，結果被一個可怕的魔鬼浪捲走，還好從北極來

的小白熊救了她，這一趙腳踏車旅行，在傑

琪心裡留下難忘的回憶。這部加長腳踏車載

著小熊家族上山下海，讀者也跟隨腳踏車輪

的轉動，一起融入大自然這幅美麗的畫，並

在緩慢的放鬆中一起和傑琪細細品味大自然

的美好。

這股腳踏車的休閒風也悄悄蔓延到圖畫中的老年人身上。《湯姆爺爺》裡的

爺爺奶奶被市政府的「捕老部隊」抓到老人院後，在老人院裡所做的休閒活動項

目就包含騎腳踏車；《和爺爺一起騎單車》裡的一行

人因為騎上腳踏車才有空閒看看沿路的牛和鴨、看天

上雲朵的變幻莫測；魯拉魯先生在《魯拉魯先生的腳

踏車》一書中，不論是自己一個人還是和一群動物，

都是騎著腳踏車穿過崎嶇不平的林間小路，來到河邊

吹著徐徐的和風，在河邊度過悠閒的時光(圖 3-4-3)。

《花婆婆》裡提到花婆婆在東方小國騎駱駝受傷後，便只能躺在床上，隔年夏天，

花婆婆身體好多了，她可以一面散步，一面撒魯冰花的種子，而且背也不痛了。

第二年春天，藍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魯冰花在公路和鄉間小路盛開著。我們

看到花婆婆騎著腳踏車在鄉間小路上愉悅的和居民打招呼，文本中雖不再描寫花

婆婆的身體狀況，但由花婆婆已可騎腳踏車，即顯示花婆婆的身體已恢復健康。

花婆婆會選擇以腳踏車帶領她穿梭在種滿魯冰花的城鎮間，因為腳踏車是最可以

靈活穿梭在大街小巷和偏遠山徑的交通工具，也是大家郊遊踏青的好伙伴。

圖3-4-2

圖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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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有氧的運動器材

醫學界及運動界所公認的三項最有氧的運動分別是：長跑、游泳、騎腳踏車。

其中騎腳踏車是最容易從事的一項運動。遠在腳踏車成為交通工具之前，人們已

經以運動競賽的方式在騎腳踏車，在今日的歐洲，騎腳踏車是僅次於足球、第二

受歡迎的運動，而腳踏車運動越是發達，則越是替腳踏車交通奠下優越的基礎90。

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見在公園裡、河岸邊騎著

腳踏車運動的民眾，這樣的現象也逐漸反應在圖畫書

中。在大衛．麥基的作品《小琪的肚子咕嚕咕嚕叫》

中，小琪為了不讓自己的肚子繼續咕嚕咕嚕叫而去公

園跑步，在這座公園裡除了有在跑步的民眾，也有民

眾正在騎腳踏車運動（圖 3-4-4）。

另一位同樣來自英國的幽默大師—安東尼．布朗，將他的作品《當乃平遇上

乃萍》分成四個橋段，每段由一個角色以第一人稱方式敘述，藉由四個不同角色

的聲音，以及畫面中四季的變換暗示角色的情緒。故事的第三段是憂鬱孤獨的乃

平到公園散步，他在長板凳上遇見了乃萍。在圖 3-4-5

的左上角，有民眾正在公園裡騎腳踏車，在公園騎腳踏

車是現代人的休閒活動之一，原本不足為奇，但仔細一

看，卻發現這台腳踏車其實是「雙頭腳踏車」，正由一

男一女往相反方向騎乘前進，在安東尼．布朗的作品中

這樣超現實的細節處處可見。

90參自何麗卿，〈自行車現代觀〉，《學校體育雙月刊》，第 16 卷第三號， 2006 年 6 月，頁 4、7。

圖 3-4-4

圖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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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對健康及休閒的需求，使得越來越多人以腳踏

車作為運動工具。在無字圖畫書《你不能帶氣球進大都

會博物館》裡，小女孩的黃色氣球被鴿子叼走後在紐約

城作了一次歷險，在這趟驚險的旅程中黃色氣球曾勾在

腳踏車騎士的後座上，這位全副武裝的騎士不畏紐約街

頭混亂的交通，依舊騎著陸地上最高速的腳踏車——公

路車在街頭運動（圖 3-4-6），令人佩服！

三、度假旅遊的新寵

腳踏車原本是載人的交通代步工具，同時也兼具載物的功能，自從休閒生活

開始被重視後，腳踏車已進化為休閒生活的主要配備，現在的它不僅不需要載物

還可能成為被負載的對象。將腳踏車當成休閒活動的人們，為了能騎上腳踏車四

處遨遊，反而把另一輛車——汽車當作運輸工具。汽車以前是陪著主人遊山玩水

的夥伴，現在反而成為伺候腳踏車的運輸工具，腳踏車與汽車的新關係，也顯示

出新的生活方式。巨大（傑安特）董事長劉金標表示：『騎車一旦上癮就停不下來，

現在為了要騎車，要特別去買休旅車，來給單車「騎」。91』

威福利德‧吉 柏 哈 爾 徳 (Wilfried Gebhard)把這個新現象反應在《我的麻吉

在哪裡》這本圖畫書裡。《我的麻吉在哪裡》敘述兩個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各自和家

人去度假，一路上他們其實都出現在相同的景

點，但並沒有發現彼此的身影，直到故事的最後，

他們才知道原來這趟旅程是雙方父母的精心安

排。從封面（圖 3-4-7）中可看到各式各樣的車輛，

有的車子裡塞滿了行李；有的車子後方還連結一

輛露營車；有的直接在車頂上載著一輛腳踏車；

91 參自賀先蕙，〈奮起吧！腳踏車〉，《商業周刊》，第 1075 期， 2008 年 6 月，頁 114。

圖3-4-6

圖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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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的人個個都是面露微笑，由這些豐富生動的圖像，讀者便可明白這是一個關

於假期的故事，尤其是車頂上綁著腳踏車，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一家人要到郊外

騎乘腳踏車享受悠閒時光。

現代的腳踏車除了可被汽車搭載，還可以被攜帶上捷運。腳踏車加上大眾運

輸系統，已是世界各大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在歐洲，踩著輕盈的腳踏車上公車、

捷運、地鐵，是歐洲人普遍的生活模式；在台灣，臺北捷運公司為配合臺北市政

府提倡民眾正當休閒活動，特別開放旅客攜帶腳踏車搭乘捷運，高雄捷運也在 97

年 5 月 4 日至 97 年 7 月 6 日，配合台灣單車日，免費試辦兩個月腳踏車可上捷運

的活動92。

在腳踏車尚未進入休閒功能的時代之前，圖畫書裡

不曾出現腳踏車在捷運上的畫面，然而，隨著休閒風氣

的盛行，甫出版的圖畫書也能察覺到腳踏車的轉變，於

是在圖畫書裡，腳踏車也開始出現在捷運的車廂裡。

2008 年得到「信誼幼兒文學獎」評審委員特別獎的《一

日遊》，講述某一個週日，動物們從動物園出走，走入

都市叢林，在這同時，人類整裝準備到動物園參觀動

物，卻發現動物不見了。這二段看似獨立的情節，卻有意想不到的交集，作者孫

心瑜也觀察到這股時代潮流，在此書中即安排腳踏車騎士帶著腳踏車上捷運的畫

面（圖 3-4-8）。

生活在現代忙碌社會的人們，在意的只是完成目的或是抵達終點，對過程中

發生的一切，容易視而不見，但是對一個願意選擇腳踏車的人來說，他開始懂得

放慢腳步，因為他發覺到：當自己開始放慢腳步，人生確實更美好了，騎上腳踏

車的旅程，讓人重新思索時間的意義。如果不是騎腳踏車緩緩經過，怎會看見路

92
參自台北捷運公司 http://www.trtc.com.tw/c/service.asp （2008/8/8）；

高雄捷運 http://www.krtco.com.tw/travel/travel-3.aspx （2008/8/8）

圖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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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小花小草？怎麼可以感受到一座橋的弧度？唯有騎上腳踏車，才能以輕盈有

餘的姿態在小路上來回奔馳；才能看見路邊細微卻令人驚喜的風景。最美的事

物，經常在不經意的角落瞬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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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內在意涵

《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的作者珍‧杜南指出：「物件成為『傳達意義的媒介』，

一個物件除了代表它自己，還代表了超出它本身的意思。它負載著文化上的意義，

還負載著專屬於那本書的意義，而觀賞者會對它產生屬於自己的聯想
93
。」例如：

一隻白鴿，除了表示純潔，牠還象徵著和平與自由；百合花是種清新高雅的花卉，

它在宗教藝術裡卻代表了身心的聖潔；圓形只是一種基本幾何形狀，卻暗示著轉

動和圓滿，而且令人感到安全。上述這些例子均表示一個物件不單單只是代表自

己，還有其抽象而意義深遠的意涵，即是物件的象徵意義。

在圖畫書中，故事的敘事方式是圖畫與文字交織合作，圖畫是「圖像式」語

言，與文字一樣會說話，文字點出圖畫中呈現的重點訊息，而圖畫往往隱藏著許

多文字未透露的深層意義。圖畫的訊息是去蕪存菁的，經過繪者挑選具有存在的

價值，因此圖畫書中大大小小的物品，都有著繪者所欲傳達出的重要訊息。那麼，

腳踏車這項物品在圖畫書裡，除了是遊戲工具、交通工具、謀生工具以及休閒工

具外，還會蘊含著哪些隱藏的意義和訊息？是埋藏在記憶深處的童年往事？還是

騎乘時的暢快自由？本章共分四節，探討腳踏車在圖畫書中所呈現出的象徵意

涵，可分為童年往事、親情橋樑、往日情懷與情境暗示。

第一節 童年往事

幾米 2001 年的作品《地下鐵》是一位失明的女孩在十五歲生日當天，在城市

裡探險的故事。她在斑斕多彩的地下鐵世界裡迷路，又重新找到出口，在上上下

下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生命的答案。其中一頁女孩走出地下鐵出口的景象是：在一

個有著許多扇紅色拱門的庭院裡，那隻一路跟隨女孩的小白狗站在一輛紅色腳踏

93
引自珍.杜南（Doonan Jane) 著，宋珮譯，《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台北：雄獅，2006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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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座椅上。圖中文字寫著：「下午三點十七

分，塔尖的陰影正指向收藏童年回憶的那扇門」

（圖 4-1-1）雖然那扇收藏童年回憶的門始終沒

有被開啟，但空曠的庭院裡只出現一輛腳踏

車，是否就代表童年最珍貴的回憶就是騎乘腳

踏車的時光？

Sawyer 與 Comer 在《幼兒文學》一書中提到：一個優秀的作品應是真實、能

感動孩子和每一個仍隱藏童心的成年人的故事。一個優秀的兒童故事也使成人有

機會回憶往昔、重溫舊夢，讓他們從那童年時代曾擁有的奇妙感觸中再尋得樂趣

94。有關腳踏車的故事總能帶領成人重溫童年舊夢，腳踏車對成人而言，不只是一

輛「車」，它更是童年時光的延伸。每當我們再次看見腳踏車，總會想起難忘的騎

車經驗和快樂的童年時光，和同伴騎腳踏車在巷弄裡穿梭，享受習習的涼風，是

童年裡最美的記憶；我們也都曾夢想能擁有一輛專屬於自己的腳踏車，帶領我們

在大街小巷中探險；當我們回顧童年往事，彷彿又看見腳踏車在記憶的圖畫裡，

鮮明的帶我們走過時光的軌跡。

一、成長的喜悅

圖畫書可以幫助兒童發展正向與實際的自我概念，一本好的圖畫書更能夠反

應並滿足兒童在成長中的基本需求。一本優良的圖畫書應具有下列特質：兒童性、

藝術性、教育性、趣味性、傳達性，其中圖畫書的教育性是指兒童藉由圖畫書而

使其個人在認知、人格、道德、生活等各方面獲得成長，而人格方面的成長是指

孩子從圖畫書中獲得人生意義的啟發，進而學會自我接納、自我認同，甚至自我

實現
95
。在《鐵馬》、《明天的我》、《不要放手喔》、《我會騎腳踏車》、《快

94
參自 Walter Sawyer and Diana E. Comer 著，《幼兒文學》，墨高君譯，（台北：揚智，1996
年），頁 83。

95
參自 Galda, L., & Cullinan, B. E. (2006).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 (6th ed.). Toronto:
Wadsworth Thomson；Ganea, P. A., Pickard, M. B., & DeLoache, J. S. (2008). Transfer between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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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單車遊》、《四輪軟腳蝦》、《鈴鈴鈴請讓路》等圖畫書中，主角們都是從跌

跌撞撞中學會騎腳踏車，藉著學會騎車的過程實現自我，進而肯定自我，得到人

格上的成長。上述這些圖畫書的主軸看似是主角學習騎腳踏車的歷程，然而，「成

長」才是隱藏在故事下的主題。

腳踏車之所以吸引人，很大一部份是來自自我挑戰。當幼兒從爬行到學會走

路，他開始推開大人扶持的雙手，自己行走、好奇地探觸世界，學會騎腳踏車的

兒童，也試著獨自四處遊蕩，隨興騎自己想騎的路，來證明自己已經獨立。他們

藉著學會騎腳踏車，告知周遭的人：「我已長大！」學會騎腳踏車也象徵著兒童

將跨入另一個階段，可以隨心所欲去到更遠的地方。近來有許多小學舉辦「單車

畢業典禮」，也是藉由騎車這項挑戰培養學生的勇氣與耐力。此後，世界就在他

們的腳下，騎腳踏車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成長儀式。

兒童除了藉由學會騎車體驗成長的歡欣，也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如何面對挫

折，我們都知道開始學騎車的時候，得克服心中的恐懼才能獨自面對離心力、地

心引力這些神祕考驗，學會騎車的過程就像是成長的過程，跌跌撞撞是必經的路。

騎腳踏車就跟人生一樣，征服過的困境，都是最美好的回憶。《不要放手喔》中的

女孩在學騎腳踏車前心中充滿著不安與緊張，但父親以慈愛的口吻回應女兒害怕

的心情：

不論你往哪裡走，到處都有高低起伏的斜坡。前面的路上永遠都會充滿各種

難關和挑戰……可是當你到達山頂，欣賞著腳下的風景，感覺風輕輕吹過髮

梢的聲音……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對自己充滿自信。那麼一兩個摔跤和瘀

傷，又有什麼關係。不過如果你還沒準備好，那我們就再等一等——你想做

什麼都可以。

這段話不但鼓勵女孩不要畏懼挫折，也減低了女孩騎車前的焦慮。父親讓她

明瞭：成功的喜悅會讓一切努力變得值得，但失敗也是一種成長。當女孩日後在

picture books and the real world by very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Development, 9, 46–66.；林敏宜，《圖畫書的欣賞與應用》，（台北：心理，2000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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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生活的挑戰與困難時，這段學騎腳踏車的成長經驗，一定能帶給她勇氣和信

心，也會讓她回想起父母在這段過程中給予的關愛和支持。

對一個孩子來說，要學會騎腳踏車需要忍受多次的失敗、跌倒，但同時也是

勇敢的表現，韋伯在《勇氣》一書裡收集生活裡的吉光片羽，並用簡要精鍊的文

字為大家所展現的勇氣做見證，其中圖 4-1-2 是女孩興奮的騎著腳踏車出門，狗兒

也開心的追隨在後，女孩的父母則是站在女孩身後，一人拿著一個拆下的輔助輪，

微笑的看著女孩離開，配合這幅圖的文字是：「勇氣是第一次騎腳踏車不裝輔助

輪。」成長，需要勇氣和意志去面對挫折與挑戰，女孩興奮的心情即是因為要獨

自完成這項不可能的挑戰，騎腳踏車成為女孩展現「勇氣」的證明。父母臉上滿

足的微笑則是因為他們的小女孩長大了，父母

的微笑和女孩的興奮都是成長帶來的禮物。誠

如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所言：「成長有很大一

部份是面對，包括對衰老、對困頓、對死亡都

要學習，沒有什麼東西不是成長。人生有時候

需要一種勇氣去放鬆、去面對，真正好的東西

才會出來
96
」。把困境當作成長的功課，勇敢地

接下生命的挑戰，那麼不管在哪個生命階段，成長，都是最動人的回憶。

另一位勇敢的女孩出現在《聽，天空在說什麼？》

這本圖畫書裡，這位小女孩無論在歡樂的時刻或悲傷的瞬

間總是仔細聆聽天空說的話，彷彿就是上帝在對她說話一

樣，當她沒有辦法下定決心的時候，聽聽天空在說什麼？

天空說：「無論如何，試試看吧！」小女孩穿著濕答答的

鞋襪回家，膝蓋也磨破皮，但是那天，她學會了騎腳踏車

96 蘇育琪，〈李安答客問 成長就是對自己的誠實〉，《天下》雜誌 400 期，2008 年 7 月，頁 450、

458。

圖 4-1-2

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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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雖然受了傷，但女孩臉上堅定、自信的神情傳達出她對於學會騎腳踏

車有多麼的驕傲，同時也暗示女孩豪氣干雲、不服輸的性格，她以單手握著腳踏

車，那種完全掌握、操控的氣勢更像是在對全世界宣告：「我長大了！」小女孩的

上帝曾說過：「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成長，也是永

不止息。

二、友誼的媒介

隨著兒童的成長，他們從關注自己，轉向關注成為一個群體的一員。他們想

要在自己的家庭以外擴展自己的社交範圍，他們尋求友誼，而這是一個漫長

的過程，必須經歷一條有許多障礙和陷阱的道路。由於人類在本質上就是一

種社會性動物，所以這是一條無論如何都要走的路
97
。

這條兒童成長路上的必經之路於是成為眾多圖畫書的主題或次主題，例如：

《好朋友》、《敵人派》、《四輪軟腳蝦》、《我們是好朋友》、《祝你生日快樂》、《小

老鼠和大象》、《我和我的腳踏車》、《彩色糖果的約定》等，在這些圖畫書中，當

主角與好朋友相聚時，都是以腳踏車當作交通工具，或是藉由騎腳踏車這項活動

增進彼此的友情，在這些故事裡，腳踏車成為促進友情的催化劑。

《敵人派》裡的男孩騎腳踏車去鄰居小傑家，他們騎了一會兒腳踏車、跳跳

彈簧床，然後灌一些水球丟對街的女孩，經過一天的相處，男孩和小傑也拉近了

彼此的距離；《祝你生日快樂》的小丁子因為騎車外出，才開啟了他和罹患癌症的

小姊姊之間的短暫友誼；《我們是好朋友》敘述一對好朋友面臨分離時，從一開始

的生氣、無奈到徬徨無助的想念，進而接受並接納改變而獲得另一段新友誼。主

角康康非常懷念和舊朋友阿德一起騎腳踏車遊戲的時光，但也因為騎著腳踏車外

出而認識了新朋友小威，腳踏車在這則故事裡不僅連結著康康和昔日的友情，也

97
引自 Walter Sawyer and Diana E. Comer 著，《幼兒文學》，墨高君譯，（台北：揚智，1996

年），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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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康康追尋一段新友誼。

《四輪軟腳蝦》裡的小劍龍住在恐龍山，他希望可以像其他恐龍一樣騎著腳

踏車追逐笑鬧，當牠終於得到夢寐以求的腳踏車，媽媽怕他重心不穩，在腳踏車

後面多加了兩個輪子（圖 4-1-4），但是這四輪腳踏車卻遭到其他恐龍的訕笑。在同

儕壓力之下，小劍龍拆掉了後輪，但是卻摔得東倒西歪，惹來更多的笑聲。此時，

恐龍山卻搖搖晃晃的震動起來，原來是巨大的雷龍聽到小劍龍和同伴的對話後，

也把牠的輔助輪拿掉，因此跌了一大跤，小劍龍這才發現看似恐怖的雷龍與他有

著同樣的煩惱，當小劍龍和雷龍一起把輔助輪裝回去後，所有的恐龍才能保持平

衡，繼續在雷龍身上騎腳踏車。

在這則故事裡，腳踏車像是「友誼樂園」的入場券，有了腳踏車，小劍龍才

能成為團體的一份子，才可以一起和同伴追逐玩耍；待成功進入「友誼樂園」後，

同伴還要檢查你的腳踏車，因為腳踏車的外型也預告著你將在團體中有著什麼樣

的地位，同時也是同儕是否認同你的依據。恐龍們用不同姿勢騎著造型各異的腳

踏車（圖 4-1-5），也象徵有著個別差異性的兒童，他們該如何在與同儕的互動之中，

同時仍保有自我的價值？如何在朋友與自我之間維持最佳的平衡狀態？如同維持

腳下輪子的平衡，這些都是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必修的學分。

圖 4-1-4 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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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圖畫書的主題雖不是友情，但腳踏車仍在故事裡扮演朋友之間的

橋樑，例如：《鐵馬》裡的兄弟兩人因為有鐵馬才能和同伴一起去溪邊打水仗、吃

西瓜；《薩琪有沒有小雞雞》的薩琪因為會騎

腳踏車因此讓馬克思刮目相看，也拉近他們的

距離；《我和我的腳踏車》的主角即使沒有自

己的腳踏車，也要騎著比自己還高大的鐵馬和

同伴一起去遊玩；《想念》中回到童年的女子，

藉由騎乘腳踏車重溫和玩伴到處冒險遊玩的

時光 (圖 4-1-6)。

腳踏車在上述這些圖畫書中出現在主角身旁，看似故事中不起眼的配角，然

而，腳踏車始終是一位動靜皆宜的朋友，不僅可以無怨無悔的陪伴著主角，還可

以帶著主角上山下海，直到天涯海角。《祝你生日快樂》中小丁子在小姊姊生日這

天在樹下等小姊姊的到來，但是直到天黑小姊姊卻還是沒來，小丁子一個人孤單

的坐在樹下摘花瓣，陪伴它的只有腳踏車和小狗。

赫姆．海恩（Helme Heine）的《好朋友》是一本充滿陽光的小品，三個好朋

友每天早上一起叫醒農莊裡的動物後，他們會騎上腳踏車，從農莊出發，一起在

晨光裡兜風。公雞咕咕雙腳站在腳踏車的把手上，小老鼠強強踩一個腳蹬，胖胖

的小豬波波踩另一個腳蹬，無論路多麼顛，山多麼陡，彎道多麼曲折、水窪多麼

深，都阻擋不了他們，因為，好朋友總是互相合

作的，而腳踏車就像是第四個一起合作的好朋

友。當三個好朋友吃了太多櫻桃而鬧肚子痛，一

起到草地上去解決，此時的腳踏車雖然只是草原

上的背景，卻也是共患難的好友，因為當小豬們

在解決肚子痛的時候，腳踏車仍舊一如以往無怨

無悔的守候(圖 4-1-7)。

圖 4-1-6

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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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可以促進兒童的學習與成長，而腳踏車更是促進兒童友誼的最佳橋樑。

當兒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騎車穿梭在大街小巷，一起追逐嬉鬧、一起分享，

彼此的友誼也會更加密切，這便是騎腳踏車最大的樂趣。騎車的過程中，有令人

想放棄的艱難路段、也有令人心情舒暢的輕鬆下坡，這一切若都能與身邊的伙伴

分享，藉由分享保有人與車的美好互動，腳踏騎車就不只是騎車而已。

三、純真的夢想

電影「練習曲」的一句對白－－「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

啟動許多人心底最深處的夢想，讓大家回想起殘留在心底某處的夢想，決定腳踏

實地，好好地用單車環島這件事來圓一個青春的夢。廣告名人孫大偉曾說：「自行

車不僅是交通工具，她其實也是價值觀的選擇；她是一種面對生活的態度，也是

一種對純真夢想的執著。
98」而這份執著是否來自於純真的兒時那一份未完的夢

想？

腳踏車幾乎是每一個人的人生中第一個夢寐以求

的交通工具，但是這個純真的夢想不一定會成真，《我

和我的腳踏車》這本圖畫書就是描寫主角渴望得到一輛

新腳踏車的故事，作者在封面(圖 4-1-8)以飛翔的風箏暗

示讀者這是一個關於「夢想起飛」的故事。一部腳踏車

對某些人而言可能只是一種玩具或運動器材，但對本書

的主角來說，腳踏車不但是交通工具，也是交朋友的媒

介，更是好大好難的夢想。

98 引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貓

頭鷹，2004 年），孫大偉 序。

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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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則故事是 40 歲的作者葉安德對童年的回憶，小時候的他嚮往擁有一輛腳踏

車，在那個貧窮的年代，腳踏車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男孩連白天看到天空中

飛翔的鳥兒，也將牠們想像成是腳踏車的形狀（圖 4-1-9）。然而，夢想的實現並不

是一帆風順，男孩為了得到腳踏車向神燈許了

願、也考了前三名，但終究還是沒有如願以償得

到腳踏車。當我們明白主角是多麼渴望擁有一輛

新腳踏車，才能深深體會他後來只選擇買新蠟筆

而不買腳踏車是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承受多大的

失落，也間接瞭解他是位多麼善體人意的男孩。

雖然男孩的夢想沒有實現，但這段夢想的追尋就是一段成長的歷程，他從一

味的想要到懂得分享與感恩，他所得到的其實是更為寶貴的生活哲學。美夢不一

定要成真，不能實現的夢想也可能昇華成另一頁生命的樂章。除了《我和我的腳

踏車》的男孩想要一輛屬於自己的腳踏車，《小帝奇》裡還騎著三輪車的小帝奇、

《快樂單車遊》裡的瑪婷、《仔仔的撲滿豬》的仔仔也都因為羨慕手足或同儕能有

自己的腳踏車，而渴望自己也能擁有一輛全新的二輪車。

上述這些圖畫書中的兒童因為沒有腳踏車，所以將腳踏車視為追求的夢想，

而已擁有腳踏車的兒童又會如何看待這份「已完成的夢想」？ 安東尼‧布朗的作

品《你看我有什麼》一書中的皮皮總是很驕傲地拿出新奇的東西對安安炫耀，這

些炫耀品包括新的紅色腳踏車、新的足球、一大包棒棒糖……等，安安雖然沒有

這些炫耀品，卻一點也不在乎。皮皮以為擁有許多零用錢或玩具，就是高人一等，

他希望安安會羨慕他，可是外在的物質並不能提高個人的價值，也不一定能帶來

真正的快樂。

腳踏車本身除了是兒童的夢想與向同儕炫耀的物品外，還可能成為幫助兒童完成

夢想的工具。《貓兒在月亮上》裡腳踏車就是主角波利諾用來找尋貓咪麗娜的工

圖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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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這個看似只是尋找走失貓咪的故事，其實也是一趟

追尋夢想的過程。一開始波利諾騎著腳踏車橫衝直撞地

尋找麗娜，卻還是找不到；然而，當他開始懂得放慢腳

步、不再汲汲營營，卻反而找回追尋過程中遺失的美好，

波利諾決定結束今天的尋找，讓月亮、星星陪他回家（圖

4-1-10），雖然仍然找不到貓咪，但波利諾卻很開心，就

在快到家的時候，麗娜居然出現在屋頂上，剛好就在月

亮的中心。如果我們願意在生活中停下「追」的腳步，認真的活在當下，夢想或

許就會出現在被我們忽略的細微之處。

夢想讓生命繽紛多彩，為了夢想而奮鬥是生命中最美的過程，二十年前孫大

偉曾為捷安特寫了一句廣告標語：「自行車限制的不是你的體能，而是你的意願，

自行車是你夢想的延伸---99」。有了腳踏車，夢想可以無限延伸，而腳踏車緩慢的

速度恰好適合夢想的追尋，踩著腳踏車彷彿踩動著夢想，腳踏車就是一個夢想飛

行器。只要你願意，把夢想裝進背包，然後上路，再難的路，只要上路，沒有到

不了的地方！

四、自由與冒險

四十年前張愛玲在《流言》中寫道 ：「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

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的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

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就在那一撒手罷？
100

」

眾人所景仰的除了小孩所擁有的高超技巧之外，更多的應是專屬於兒童那顆無所

畏懼、勇於冒險的心吧！和張愛玲筆下的小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薩琪有沒

99
引自劉金標口述 藍麗娟採訪整理，《我的環台夢-劉金標的 73 歲自行車環島日記》，（台北：

天下雜誌，2007 年），頁 160。
100

引自《流言》，張愛玲 ，（台北：皇冠，1968 年），頁 76。

圖 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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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雞雞》裡的薩琪，薩琪不僅騎著男生的腳踏車，還將她的雙腳舉起到和扶手

一樣高的位置，這樣與眾不同的姿勢同樣得到馬克斯的「景仰」，因而讓馬克思

對沒有小雞雞的薩琪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在法國新浪潮導演楚浮的作品《四百擊》中，主角安瑞因偷竊被關進少年看

護所裡，好友來探望他後只能隔著玻璃，向他擺出無可奈何的手勢，眼看著好友

騎單車吹著口哨離開，而安瑞只能繼續待在看護所裡，楚浮利用腳踏車和看護所

呈現出自由與監禁的對比。在《四百擊》中，好友騎上單車就像跨上了自由，而

在圖畫書《好朋友》、《琪莉和琪莉莉》、《傑琪的腳踏車旅行》、《和爺爺一起騎單

車》、《魯拉魯先生的腳踏車》裡，主角們也都藉著騎乘腳踏車的時光，盡情沐浴

在自由的陽光下，享受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

在凱迪克大獎得主大衛．夏農的絕妙作品—《鴨子騎車記》裡，勇於嘗試的

鴨子首先躍躍欲試地騎上腳踏車，牠騎車時愉快的神情與滿足的模樣（圖 4-1-11），

讓農場裡的動物也拒絕不了騎腳踏車的誘惑，紛紛騎上車在穀倉旁繞圈圈。大衛．

夏農以動物為主角說故事不但符合兒童喜歡動物的特性，成功吸引了兒童的目

光，更可以讓兒童深入故事情境，藉著鴨子嘗試

騎腳踏車的經過，道出兒童特有的、勇於探險的

心態，兒童在閱讀後，彷彿自己也經歷一場冒

險，產生歷險歸來的滿足感，並萌發出大膽嘗試

的勇氣。作者以大膽的筆觸、鮮豔的色彩，為全

書營造出燦爛明亮的氛圍，似乎在告訴讀者：冒

險時也該有著這樣的熱情。

除了鴨子想騎車冒險，身為腳踏車最重要特徵的輪子，在《腳踏車輪子》這

本書裡也展開一段追求自由與冒險之旅。被塑造成藝術品的腳踏車輪子孤單佇立

於公園，雖然倍受讚賞，卻不得不壓抑內心的渴望，他想念發燙的柏油路和土地，

圖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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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可以自由轉動的日子，但它唯一能做的只是靜靜等待。直到有一天，輪子被

拆卸下來搬遷至美術館，它從搖搖晃晃的卡車上縱身一跳，一路旋轉前進，終於

展開自我追尋的冒險旅程。人類由原始狩獵進化而來，每個人的內在都潛藏著冒

險的野性因子，一旦被啟動就好比當今騎腳踏車環島的風潮，一波接著一波風起

雲湧。

對剛認識這個世界的兒童來說，每個小地方都值得去探索，處處是秘密、處

處有精彩，天生的好奇心會帶領著他們，此時如果可以騎上腳踏車，隨著自己的

速度移動、開闊視野，世界彷彿就在輪下運轉。腳踏車便是這樣富有魔法的神奇

交通工具，讓原本只能以雙腳步行或依靠大人帶領才能見識大千世界的兒童，頓

時有了來去自如、快速位移的能力，同時也擁有了「自由」。腳踏車除了是帶領兒

童四處探險的好夥伴，更給了兒童珍貴的自由，同時也滿足了兒童對於遠方的好

奇、滿足了兒童內在對於冒險的渴望。騎上腳踏車，「我」就是自己的主人。

五、情緒的抒發

曹俊彥在〈圖畫故事的寫作〉此篇文章提到：

孩子在圖畫書中可以得到認同感，有許多和他相同的行為，緊張不安的情緒，

獲得適當的抒解。孩子會為書中的角色成功地克服困難而高興，也會因為書中的

角色受到挫折而緊張。在書中找到熟悉的東西、景色和情節會令孩子興奮不已。

在故事的進展循著一定的秩序和節奏進行時，孩子會因為預先知道接下來的情節

而興奮、快樂。
101

由上述這段話我們知道：圖畫書除了能讓兒童興奮愉快，也能讓不安的情緒

得到抒發，腳踏車也具備上述兩項療效。運動會促使大腦分泌嗎啡，讓心情變溫

和，當我們乘著風緩緩的踩踏著踏板，衣服隨風翻飛飄揚，微風輕拂臉龐，眼前

的視野漸漸開闊，此時，所有煩惱都已被風吹散，心靈上的重重關卡也隨著突破，

101
引自曹俊彥，〈圖畫故事的寫作〉，《認識幼兒讀物》，（台北：天衛文化，1993 年），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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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深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後，彷彿又是另一個全新的自己。

在圖畫故事中，最常讓兒童產生不安情緒的是新生的小嬰兒。超現實派畫

家安東尼布朗的作品《小凱的家不一樣了》即是描述家中將有新生兒的老大，面

臨這樣的改變充滿了害怕與恐懼的心情。星期四早上，爸爸去醫院接媽媽回家，

臨走前爸爸告訴小凱：「家裡會有些改變喔！」小

凱於是開始懷著不安的心情等候（圖 4-1-12），小

凱先在家裡看見拖鞋長出翅膀、茶壺長出小花貓

的耳朵、洗手台的水龍頭成了眼睛……。當小凱

發現家裡每件事都不一樣後，他不知道如何是

好，於是選擇騎腳踏車出去看看……（圖

4-1-13）。

Molly Bang 在《圖畫‧話圖》裡提到十項圖畫原理對讀者的情緒效應，其中第

四項是：「圖的下半部給人受威脅、比較沈重、比較憂愁、比較受限制的感覺，被

放置在下半部的物體同時也讓人覺得比較腳踏實地。
102
」第七項則是：「看到尖銳

的形狀我們會覺得比較害怕；看到圓形或弧形我們會覺得比較安全。
103
」由 Molly

Bang 的這兩項原理可得知：在地面上的腳踏車讓人感覺踏實，而兩個圓形的輪子

則會令人感到安心。小凱在充滿不安情緒的時刻選擇騎腳踏車，或許只是單純喜

歡騎腳踏車；也或許是他知道騎上熟悉的腳踏車後，安心的感覺能讓他忘記心裡

的恐懼。

不論是實在的外型或是騎乘時的自在，腳踏車都可以讓人將原本負面的情緒

轉換成正向的心情，在 1969 年的電影《虎豹小霸王》中有一段保羅紐曼與勞勃瑞

福逃奔至南美洲，自由自在共騎著單車追逐的畫面，雖然影片的年代已久遠，但

102
引自《圖畫‧話圖》， Molly Bang（莫麗‧邦）著，楊茂秀譯，（台北：毛毛蟲基金會，2003
年），頁 78。

103
同上註，頁 98。

圖 4-1-12 圖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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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開懷歡笑的氣氛至今仍感染了每位觀眾。在圖畫書裡，腳踏車同樣具有令人愉

悅的本領：《統統是我的》一書裡的小烏鴉喜歡收藏別人的寶貝，他會想盡各種詭

計來騙走這些寶貝，有一次他在樹上假裝牙痛，經過樹下的小熊建議他做一些快

樂的事來忘記牙疼，例如：騎腳踏車（圖 4-1-14）；《你很快就會長高》的阿力很想

長高但卻苦無方法，長得很高的叔叔告訴他：不要只想著長高，要內心長大才對。

從那天起阿力開始照著叔叔的話去做所有的事，例如：騎腳踏車騎很快、在浴缸

泡澡吃冰棒、對鏡子裡的自己微笑……等（圖 4-1-15），不久之後，阿力果然不再

是最小的男孩，他成了最快樂的男孩；《鴨子騎車記》裡農場的動物因為拒絕不了

騎腳踏車的快樂誘惑，所以冒險騎上兒童們的腳踏車，由動物們臉上滿足的表情

（圖 4-1-16），讀者可以感受到牠們的喜悅。

圖 4-1-14 圖 4-1-15 圖 4-1-16

現代人騎腳踏車不再只是為了代步，更可能是為了擁有愉悅的心靈，2008 年

「台灣自行車日」的主題曲〈踩動地球〉即寫著：「有一種遺忘的節奏 有一種能

輕鬆享有的生活 不拿忙碌作藉口 沒有神聖的理由 我們一起去 騎單車逍遙遊

還有什麼能更快樂
104

」當你騎上腳踏車，伴隨著清脆的鈴聲，踩出了自由自在，

與沿途的風景對話，感受生命的怡然自得，還有什麼比這樣的享受更逍遙、更快

樂？

104
引自 BikeDay http://www.cycling-lifestyle.org.tw/blog/ （200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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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再，童年的記憶是我們唯一的慰藉。
105
」隨著年紀漸長，我們離童

年時期愈遠，也遠離了單純、充滿好奇的眼光。但是，有了腳踏車，彷彿又可以

重新溫習童年，不論是美好的記憶，還是遺憾、空白的部分，都可以藉由腳踏車，

重溫一遍。童年世界裡的腳踏車，不僅代表兒童對快樂的追求，也是對於成長、

友誼、夢想以及自由的嚮往，有了腳踏車的陪伴，童年將會變得更完整。

105
引自幾米，《故事的開始》，（台北：大塊文化，2008 年），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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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親情橋樑

根據 2008 年 6 月《商業周刊》的報導：腳踏車是改善親子關係、家庭出遊的

好工具，同時騎單車也讓很多家庭氣氛產生了微妙的變化。高中教師范淑娟就常

常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去騎車，范淑娟表示：

關在家裡看電視、打電腦，一直唸小孩，親子關係也會緊張。不如帶著一副

望遠鏡，跟孩子們一起去騎腳踏車。邊騎車，邊賞鳥、觀賞植物。也因為孩

子們喜歡騎車，從騎腳踏車中，學習克服困難，培養他們的成就感。還可以

趁機訓練他們準備自己的配備，對自己負責106。

從事二十多年輔導工作的板橋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盧蘇偉帶著小學剛畢業的

兒子騎腳踏車環島，他認為這趟旅程是一趟高附加價值的投資，因為他和兒子都

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共有一段人生難得的經驗，還把自己的體能提昇了。他覺得

身為父母什麼也做不了，只能陪孩子走一段人生的路，共有一份成功的經驗與愛

的存款而已
107
。這種親子一起騎車和樂融融的畫面在以往並不多見，父親能暫時擱

下工作，帶孩子挑戰自行車環島，彷彿送給孩子一個難忘的成年禮。

由上述兩個實例可知：腳踏車可說是增進親情的橋樑，藉由騎腳踏車可以改

善家庭氣氛，不僅讓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感情更為緊密，也可增進家人間的情感。

有許多圖畫書即以「親情」為主題來吸引兒童，因為兒童最熟悉的人是家人，以

兒童熟悉的事物為起點，讓兒童在閱讀中享受親情帶來的樂趣，也藉由故事中不

同的敘述角度和藝術表現方法，讓兒童欣賞不同家庭的風貌。

一、親子媒介

106
參自賀先蕙，〈奮起吧！腳踏車〉，《商業周刊》，第 1075 期，2008 年 6 月，頁 116-118。

107
參自盧蘇士、盧蘇偉，《陪你去環島》，（台北：寶瓶文化，2005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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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重要，是因為家庭帶給人們愛，溫暖和歡愉，

家庭是我們在快速變動的世界裡，安定人心的錨……
108

家人之間若要成為彼此的依靠，需要長期培養感情、建立默契。藉由騎腳踏

車讓兒童與家人透過沿途的互動，增進親子關係，創造美好的回憶，而這些美好

的記憶就像一條隱形的繩索，讓孩子不論漂泊在何方，總有一根可以緊緊抓住的

線，總有一個無形的依靠。

《不要放手喔》這本動人心弦的圖畫書便是藉由父親教女兒學騎腳踏車的過

程，鋪陳出父女間真誠的內心對話，作者珍妮．威利斯用詩一般的韻文，闡述父

女間濃得化不開的親情，讓讀者深切地體會親子關係該如何收放的哲理。在親子

成長過程中，父母一方面要扶持孩子，另一方面也要給予孩子自我學習的空間，

好讓他們建立自信心，這樣的過程也好似父母在教導孩子騎腳踏車的心情：一方

面怕孩子受傷要緊緊扶著腳踏車，另一方面也要在適當的時候放手，讓孩子學會

自己控制。學習騎腳踏車的過程也是親子關係的最佳寫照。

故事中的爸爸鼓勵蘇菲不要畏懼困難和挫折，因為成功的喜悅會讓學騎車的

一切努力變得值得，爸爸也以溫柔的包容和耐心來等候蘇菲，他等蘇菲準備好了

才開始實地練習，也等蘇菲覺得可以了，才放開它的手（圖 4-2-1）。當蘇菲能夠自

行控制腳踏車並漸行漸遠時，她迫不及待要將她的喜悅和父親分享，她高喊著：「快

看我，爸爸！我會騎車了！你看，我會騎腳踏車了……從現在開始，我可以去任

何想去的地方——就算是到世界的盡頭，也難不倒我！」（圖 4-2-2）此時的爸爸卻

害怕蘇菲一旦離開，就再也不會回到身邊。但是蘇菲是帶著爸爸的愛走遠的，所

以她也會以同樣的愛來回報爸爸，她告訴爸爸：「爸爸，我會在旁邊陪你—— 一

直到你說可以，我才會放開我的手。抱緊囉，我愛你，我會和你在一起……好嗎？」

（圖 4-2-3）

108
何琦瑜，陳雅慧〈家庭 全球未來的挑戰〉，《天下》雜誌 335 期，2005 年 11 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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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圖4-2-2 圖4-2-3

另一本敘述父女之間深厚情感的圖畫書是《騎車到岸邊》，這是一個從別離開

始的故事：有一天，小女孩和爸爸踩著腳踏車，緩緩的沿著堤岸前進，爸爸在堤

岸邊與她道別，划著槳輕輕朝水平線划去，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小女孩一直等待，

從女孩變成少女，爸爸還是沒有回來。她遇見了一個好男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丈夫那一雙厚實的臂膀，溫暖了女孩的心，他們有了兩個可愛的小孩，於是少女

變成了少婦。即使這樣，偶爾她還是會想到父親，逐漸邁入老年的她，已經歷過

人生中喜怒哀樂，但是她的心中仍和當初一樣，牽掛著遲遲未歸的父親。直到有

一天，成為老婆婆的她，又走到了當年爸爸離開的岸邊……。

在這則故事裡腳踏車陪伴了女孩的一生，當她還是小女孩時和爸爸一起騎車

到岸邊(圖 4-2-4），長大後和朋友騎車在林間嬉戲，成為少婦時和丈夫騎著車載著

一雙兒女在河堤玩耍，年老時獨自騎車到岸邊看著水鳥靜靜佇立。這一趟有起有

落的人生旅程裡，女孩有爸爸的呵護、有同學的陪伴、有伴侶的同行、更有獨行

的時候，當她還是女孩時她是被搭載的對象，表示父親與

伴侶對她的愛護；當女孩成為少婦，她載著自己的小孩，

同時也承載著一份甜蜜的負擔。隨著時代巨輪不停的向前

轉動，生命終究會消逝，父母終有離開的一天；然而，在

腳踏車輪的運轉下，親情也正在無聲無息地流動，腳踏車

因此見證了每一段曾在輪下流轉過的親情。

在《鐵馬》、《鈴鈴鈴請讓路》、《媽媽最棒！爸爸最棒！》、《我會騎腳踏車》、

圖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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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四輪軟腳蝦》、《我的媽媽真麻煩》等圖畫書當中，腳踏車亦是親子

關係的連結。在《鐵馬》中，爸爸總算幫鐵馬裝了「眼睛」，黃澄澄的眼睛帶來的

溫暖與愛，也表達父親與孩子間無法言喻的關懷以及對未來的期待；而《媽媽最

棒！爸爸最棒！》更以父母教導孩子騎腳踏車的方式，對照各自不同的教養方式：

河馬爸爸是隨性大膽的，讓小河馬勇於嘗試（圖 4-2-5）；大熊媽媽是有條理、按部

就班的，她讓小熊先練習騎四輪腳踏車，但仍不放心地回頭張望（圖 4-2-6）。雖然

騎腳踏車只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大人給小孩最好的禮物就是「時間」，和孩子一起

分享時間就是分享生命，尤其和孩子一起共乘腳踏車，這樣的分享更具有不可取

代的意義，因為小事的背後總是蘊藏了最深的愛。

圖 4-2-5 圖 4-2-6

二、手足媒介

在父母之外與我們最親近的人就是兄弟姊妹，而中國人將兄弟姊妹稱之為「手

足」，更貼切的說明這是一種密不可分的關係與情感，他們與我們共同生活、一起

玩耍、 成長，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我們曾和兄弟姊妹一起騎著腳踏車追逐或

冒險；或許也曾為了爭取新穎的腳踏車而開始有了微妙的心結，然而，就在這些

友好又競爭的關係中我們漸漸長大成人。

在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鄉村，由於父母忙於農事，幼小的弟妹大多由兄姐代

替父母親照顧，因此在農村時代，生活雖困苦，兄弟姊妹間卻有著互相依靠的緊

密關係。《鐵馬》就是以五十年代為背景架構，以真實故事改編，敘述一對兄弟因

為鐵馬所引發的一段故事：渴望冒險的兄弟倆，沒有經過父母的同意偷偷騎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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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哥哥趁機教導弟弟騎腳踏車（圖 4-2-7），但弟弟也因此摔跤受了傷。當父母

不在家時，哥哥卻因淋雨而發燒，弟弟顧不得自己

才剛學會騎車，趕緊在半夜冒著大雨騎鐵馬去找醫

生，鐵馬這輛鋼鐵工具不僅是兄弟倆的大玩具、也

是四處遊玩探險的工具、更是聯繫兄弟感情的重要

媒介。

在下列圖畫書裡，也可看見手足間的感情在騎腳踏車的時光裡與日俱增：《傑

琪的腳踏車旅行》裡 11 隻小熊哥哥和傑琪妹妹一起坐上協力車出遊，一路上被小

熊哥哥們載著的傑琪，始終受到哥哥們的愛護和照

顧、《快樂單車遊》裡瑪婷將弟弟的小汽車綁在腳

踏車後面，載著弟弟四處遊玩（圖 4-2-8）；《大姊

姊和小妹妹》裡大姊姊騎腳踏車載小妹妹兜風；《琪

莉和琪莉莉》琪莉和琪莉莉這對可愛的雙胞胎小姐

妹，一起騎著腳踏車出門，享受一趟悠閒的森林之

旅，腳踏車輕快地發出「嘁哩、嘁哩哩」的聲音，其實就是「琪莉和琪莉莉」的

諧音。

朝夕相處的手足，擁有共同的親人、環境與生活方式，容易夾雜著種種情緒，

讓手足關係顯得既豐富又複雜。腳踏車是兒童喜愛的玩具也是遊戲，兄弟姊妹間

若能藉由騎腳踏車一起四處遊玩探險、增廣視野，便能透過騎車時的互動增進情

感，在彼此之間編織一條情感的繩索，在往後成長的路上相互扶持、依靠。

三、祖孫媒介

在工商業發達的時代，雙薪家庭的父母往往因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子女，而將

兒女交由祖父母照顧，由他們來替代父母的角色，透過對孩子的關愛與疼惜，祖

圖 4-2-7

圖 4-2-8



79

父母總能撫慰孩子的心靈、給予孩子溫暖。這樣的社會現象也反應在圖畫書中，

圖畫書中的老年人往往被描繪為陪伴或照顧晚輩的次要角色，老人也往往能夠將

自己畢生所累積的智慧與經驗傳遞給下一代，也因而碰撞出兩個世代間動人的情

感火花。

在祖父母陪伴孩子的過程中，可讓孩子從中感受被愛與學習如何去愛人，並

找到安全感與歸屬感，但是有什麼活動是同時適合年紀小的小孩和年邁的祖父母

一起進行呢？騎腳踏車或許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因為騎腳踏車是種和緩、不激烈

的休閒運動，騎乘者可自行控制前進的速度，此外，腳踏車的結構簡單，高度也

可依照騎乘者的需求做調整，不論是孫兒還是祖父母都能輕鬆騎乘，祖父母載著

孫兒一起騎乘更能縮短兩個世代間原本遙遠的距離。

當孩子遇到困難時，老人總是能運用他們的智慧和對

孩子的瞭解，提供他們最好的解決方式，有些圖畫書即以

展現老人智慧做為祖孫情誼的發展，像是《快樂單車遊》

裡的爺爺。當瑪婷告訴爸媽想學騎腳踏車，爺爺聽見了馬

上買一輛新腳踏車回來送她，並且帶瑪婷到公園學騎車（圖

4-2-9），又和瑪婷一起騎車到美麗村逛一逛，途中輪胎漏

氣了，爺爺也可以馬上修補好。藉由這段騎腳踏車的快樂時光，爺爺向瑪婷分享

騎車的經驗，也分享了彼此的生命。

在大部分的圖畫書裡，老人總是扮演孩子的祖父母或是親戚，然而，也有

些圖畫書中出現非家族的老人，這些老人與和他們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也能發

展出一段堅固與互相支援的友誼，例如：《和爺爺一起騎單車》和《魯拉魯先生的

腳踏車》。《和爺爺一起騎單車》裡的爺爺除了自己的孫女，還沿路載了五個小孩

去兜風，載著七個人的腳踏車終於不堪負荷爆胎了，一行人得走路回家，爺爺累

得走不動，小孩們於是借來一輛拖車，讓爺爺坐在拖車上面由小孩一起拉回家。

圖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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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腳踏車的承載讓爺爺這一行人可以悠閒地欣賞天上的雲、看看沿路出現

的牛和鴨子，在這短暫卻愉快的時光裡，爺爺和孩子們共同騎著一輛腳踏車，像

是一家人一同出遊，一路上互相陪伴、互相守護（圖

4-2-10）。這段騎車的歷程也象徵孩子小時候由爺爺照顧

著，但是當爺爺老了、累了，反倒需要孫兒的照護。長

者在經歷許多人生旅程後，往往能夠從舊有的生活經驗

中，發展出一套獨到的人生哲學，孩子可藉著和祖父母

相處的難得時光看見不同的世界，祖父母若能以他豐富

的閱歷來陪伴孩子走一段成長的路，是孩子最幸福的事。

和《和爺爺一起騎單車》的情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圖畫書是《魯拉魯先生

的腳踏車》，魯拉魯先生在天氣晴朗的星期天，都會騎腳踏車出門。有一天，魯拉

魯先生答應讓小老鼠坐在後座，忽然間，動物們從四面

八方跑出來了，大家都要擠上魯拉魯先生的腳踏車，腳

踏車的後座頓時變成一座小山（圖 4-2-11），但是魯拉

魯先生還是拼命地踩著腳踏車，小山似的腳踏車開始搖

搖晃晃地前進，氣喘吁吁地魯拉魯先生騎著車上坡，卻

在下坡時和動物們一起栽進河裡。

這個看似人類和動物之間的有趣故事，其實也是一個大人和孩子間相互給予

的故事。用腳踏車載著動物們的魯拉魯先生像是《和爺爺一起騎單車》裡載著孫

兒的爺爺，孩子的要求其實已經超越體力的負荷，但他們都寧可辛苦自己也捨不

得讓孩子失望。為了保持車子的平衡，所有的人一路上互相扶持、緊緊相依，一

起向前邁進。

腳踏車的兩個輪子，同時也象徵著祖父和孫子兩個相隔數十年的世代，原本

在自己的生活裡各自運轉，但有了腳踏車成為媒介後，彼此的生命開始有了交集。

圖 4-2-10

圖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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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的傳統裡，圓代表一種團圓，一種循環，圓周上的每一點是開始，也是

結束；孩子是生命的開始，長者卻將要走入生命的終點，兩者在腳踏車的輪下團

圓相聚，讓生命的循環不斷延續下去。每一個終點，也可以是另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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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往日情懷

在台灣人的成長過程中，對於「移動」的過程幾乎都很相似，都是從走路到

騎腳踏車、再由腳踏車替換成機車、汽車。但是到了現在，很多人不是將汽車愈

換愈高級，而是回過頭來騎單車。科工館助理研究員陳玫岑研究發現：「人類文

化中有一種反芻、復歸的現象，高度工業化，人們反而會在冷硬的大量生產製品

前，緬懷失落已久的傳統文化，並以擺設或使用早期文物器具為享受。
109
」或許

現代人回頭騎腳踏車，有部分原因也是為了緬懷那段單純無憂的年輕歲月。然而，

昔日騎腳踏車與今日騎單車的目的與意義卻是大異其趣。

腳踏車在過往的年代充分發揮了載人、載物的功用，然而，隨著新世代的降

臨，它曾經像紙戲藝術一樣逐漸被淡忘。但是科技進步了，人們過日子的方式卻

退化了，於是人們開始懷念老時光的美好，開始懂得放慢腳步，腳踏車特有的緩

慢步調，給人時光倒流的復古感，它是一把啟動回憶的鑰匙，隨著輪轉的聲音，

帶著人們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往日的舊時光；腳踏車同時也代表著一份矜持的懷

舊和許多生活的回憶。

一、懷舊憶往

現任農委會林業試驗所長金恆鑣，也是《救救雨林》、《與森林相處》等書的

作者，他表示：

昔日的少年時代，自行車、收音機、菜脯蛋是昔日三寶，家裡連買一部自行

車都是一件大事，而今日一家擁有三部汽車也不必大驚小怪。若將時光拉回半個

世紀前的台灣，走入兒時戲耍的鄉間，那時的自行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時的

經濟生活水準，讓人珍惜任何資源
110
。

109
參自 莊金國，〈戰後初期 生活科技各顯巧思〉，《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297 期，2001 年 11 月。

110
參自 約翰．雷恩(John Ryan)著，楊永鈺譯，《七個環保綠點子》（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
年），金恆鑣導讀，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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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台灣的家庭裡如果有一台腳踏車，主人對其珍惜與維護的程度絕對不亞

於目前的汽車，不但會經常保持乾淨，也會定時打蠟，輪圈及把手都要用馬新油

擦亮，以保持美觀並可防止生鏽，一如目前對汽車地愛惜。一般家庭都視腳踏車

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家財
111
。描繪台灣四、五十年代農家生活光景的圖畫

書《鐵馬》，以台灣閩南話來命名，十足的表現台灣味，書中更詳細描寫當時腳踏

車對家庭的重要性：

阿爸買了一輛鐵馬，雖然不是新的，卻是我們家的第一輛鐵馬。

有一天，阿爸把三布袋的蒜頭放在鐵馬的後座上，然

後拍拍鐵馬，很神氣的說：「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爸爸一邊清洗鐵馬，一邊告訴我們：「鐵馬要常

常清洗，還得用豬皮擦拭才行。」……（圖 4-3-1）

……鐵馬經過清洗上油，就跟新的一樣。爸爸滿意的

笑開了嘴，露出了牙齒。他特地交代我們說：「就讓

鐵馬在這裡曬曬太陽。……」（圖 4-3-1）

由以上的描述，我們可得知鐵馬對主角家的重要性，以及爸爸對鐵馬的重視

愛護與擁有鐵馬的驕傲，也代表主角家的經濟情況並不富裕。《鐵馬》的作者王

蘭表示：「在那樣窮困的年代中，農家必須靠勞力搬運物品。而這也是一個以機

器代替人力的轉變，以鐵馬這個工具作此間的一個歷程。
112
」

機器可以取代人力；汽車或許也可以取代腳踏車，但無法取代的是人們對往

日純樸生活的懷念。在《紙戲人》這個扣人心弦的懷舊故事裡，「紙戲」這項早

期盛行於日本的藝術表演活動，自從電視出現後，紙戲便不再受歡迎。但因紙戲

爺爺想念舊日說故事的時光，於是再度踩著腳踏車到過去他演紙戲的地方，他驚

111
參自文瞱，〈孔明車〉，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5/17）。

112
參自徐素霞編，《台灣兒童圖畫書導賞》，（台北：國立藝術教育館，2001 年），頁 138。

圖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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訝的發現城市裡景物全非，幸好他的出現喚回從小看紙戲長大的觀眾，他們適時

地出現再度鼓舞紙戲爺爺，原來這種舊時技藝被每個人珍藏在心中。

在《紙戲人》中出現了幾組對立的象徵符號：紙戲和電視、腳踏車和卡車、

兒童與成人、傳統和科技、過去與現代。自從電視、卡車相繼出現後，紙戲和腳

踏車漸漸不再被需要，而成為舊時的象徵。從鄉下騎腳踏車進城的爺爺被大貨車

追趕，腳踏車對應背後巨大的卡車讓人感受到爺爺的無力和渺小（圖 4-3-2）；爺爺

進城後將腳踏車停放在灰色水泥牆邊、「駐車禁止」的牌子前，時空彷彿被錯置，

兩張圖畫都讓人感覺到爺爺和腳踏車在這樣的場景之下是不合時宜的（圖 4-3-3）。

圖 4-3-2 圖 4-3-3

Allen Say 採用倒敘的手法，利用色彩和框架的變化讓爺爺的思緒回到從前演

紙戲的時光，當爺爺敲起故事的響板，一幕幕的紙戲開始精采上演，也帶領每個

人回到記憶裡的童年。當年最後一個願意聽爺爺說故事的男孩，如今已是一位攝

影記者，當他在路邊再次看到紙戲爺爺的演出，仍然不吝給爺爺掌聲，並將紙戲

爺爺的故事拍攝下來。在時間的流逝下，爺爺的容貌變了、聽故事的小孩長大了、

紙戲不再被需要、社會環境也變了，但唯一不變的是始終陪伴在爺爺身邊的腳踏

車。紙戲爺爺知道若他想穿越時空隧道，重回往日演紙戲的時光，就必須依靠這

輛年代久遠且充滿故事的「懷舊時光機」。

《跟阿 嬷 賣掃 帚 》這本也充滿著懷舊氣味的圖畫書，描寫台灣 1950 至 1970 年

代的農村生活，讓成年讀者走進時光隧道，回想自己的童年時光，喚起讀者對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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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活的共同記憶和眷戀。繪者黃小燕表示：「……那個足以引起鄉愁的年代，最

讓人追憶與珍惜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敦厚和信任，於是我用了許多溫暖的色彩。
113
」

繪者透過溫暖的色彩與拼貼，以農村婦女的花布花衣、扁擔、水田、舊式腳踏車、

舊式三合院等圖像生動的表現台灣農村儉樸的風土民情。在《春雨》、《奉茶》、《想

念》、《草鞋墩》、《編織的幸福》、《兒子的大玩偶》、《記得茶香滿山野》、《走！去

迪化街買年貨》、《三角湧的梅樹阿公》等台灣本土作家創作的圖畫書裡，均以造

型笨重卻實用的鐵馬作為早期台灣生活的重要象徵。

兒童會長大成人，但心底也保有一份童心；紙戲人不再受孩子歡迎，但它也

曾有過輝煌的歷史；科技會進步，但取代不了傳統紙戲的趣味與文化價值；腳踏

車的功能或許會被速度快、體積龐大的卡車取代，但是溫暖的老記憶卻是冰冷的

機器永遠也無法替代。騎上腳踏車可以找回對家鄉的記憶，也重拾起在這塊土地

上生活的過往情感。

二、過時物品

自從腳踏車開始與樂活環保、時尚運動畫上等號，腳踏車的力量，便自馬路一

路竄起，席捲了全球。每個人都在尋找屬於自己的單車，一窩蜂的購買潮流，讓

腳踏車這個原本將要走入黃昏的傳統產業，開始供不應求，如今，一輛優質的腳

踏車甚至可以動輒數十萬元。相反地，當騎腳踏車就代表節約能源、為環保盡一

份心力的同時，卻有許多廢棄的腳踏車沈默地佇立在大街小巷，這些曾經被主人

愛惜過的腳踏車棄兒，也曾經為地球節約能源、也可以為環保盡一份心力，但是

它們現在的命運卻是只能淪為廢鐵。

這些腳踏車在《街道是大家的》、《鏟土機挖挖挖》、《約瑟夫的院子》等圖畫

書裡也難逃被丟棄的命運。《街道是大家的》是一個發生在南美洲委內瑞拉的真實

113
引自 簡媜著，黃小燕繪，《跟阿 嬷 賣掃 帚 》，（台北：遠流，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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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一群小朋友居住的地方，房子愈蓋愈多，空間越來越密集，小朋友連遊戲、

活動的區域都沒有，於是大家決定聯合起來，喚起大人們的注意，讓營造一個遊

戲場，變成所有人共同的事。作者庫路撒描述：「從前獅子出沒、通往山頂的地方，

現在全都蓋滿了房子。小溪成了臭水溝，小徑處處是垃圾，這座山現在成了很貧

窮的城鎮，大家稱它：聖荷西『平民區』」。在圖 4-3-4，破舊的木房子下方，有一

堆廢棄的垃圾堆，一輛少了後輪的腳踏車正孤單地躺在那裡，周圍在放風箏、追

蝴蝶的小孩沒有人多看它一眼。同樣地，在凱特與吉姆．麥克穆蘭的作品《鏟土

機挖挖挖》裡，垃圾堆裡被丟棄了許多廢棄腳踏車（圖 4-3-5）。

圖 4-3-4 圖 4-3-5 圖 4-3-6

而在《約瑟夫的院子》這個故事裡，約瑟夫的院子裡原本只有破銅爛鐵，毫

無生趣。有一天，約瑟夫用破銅爛鐵換來一株小樹苗，他把小數苗種在院子裡，

期待它長大……。在這些破銅爛鐵中可以看到已經扭曲變形的腳踏車（圖 4-3-6），

這些被丟棄的腳踏車象徵著約瑟夫想丟棄舊的自我；而這棵小樹苗讓約瑟夫懂得

分享也懂得了愛，在照顧小樹苗的過程中他終於明白只有透過分享，雙方才會同

時感到快樂與幸福，小樹苗則成了約瑟夫自我重生的象徵。

雖然在人類經濟活動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要丟棄的物品，腳踏車會

被丟棄可能是因為已經不符合使用者的年紀、外觀老舊不符合潮流、零件損壞等

原因，但是被丟棄的物品並不表示一無是處，在大自然的循環中，所有被拋棄的

物質都是其他生物可用的資源。澳洲 goodwill bicycle 就用自己的力量送出一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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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腳踏車至非洲；美國社區的腳踏車計畫，讓青年可以自行修繕腳踏車並再次

使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國家，都在為廢棄腳踏車創造新生活114。《小布修東西》

裡的小布將布多先生的腳踏車修理成只剩一個輪子的獨

輪車，布多先生雖然有些意外，但仍舊開心的騎著「新

獨輪車」離去。故事的結尾，小布甚至將所有廢棄的零

件重新組裝成一部小船，布多先生的另一個車輪竟成了

船上的舵（圖 4-3-7）。只要發揮創意，腳踏車輪也可以

有不同的用途。

腳踏車曾經是人們上學、上班的交通工具，或是孩童遊玩的大玩具，但因為

不同的原因卻成為被遺忘的過時伴侶。這些被遺棄的腳踏車有著各自的歷史和故

事，它們的外表或許褪了色，但是它和人們相處的時光卻是永不褪色的記憶。當

人們為了節能減碳而購買新穎的腳踏車騎乘，是不是也可以讓廢棄的腳踏車擁抱

它們的另一個春天？讓腳踏車成為真正的綠色交通工具。

114
參自林瑤瑄，〈政大創意小展 廢鐵馬起死回生〉，政大大學報，第 1432 期第三版，（2008/12/26）。

圖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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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情境暗示

對圖畫書而言，圖畫最能吸引讀者的視線，圖像能傳達文字無法表現的訊息，

它超越文字的限制，為不同國度，各種年齡層的孩子，提供幻想世界。圖畫不止

具有裝飾作用，有些圖畫看起來與故事沒有直接相關，也好似可有可無，但往往

隱藏著許多文字所未透露的深層意義，在畫面上運用些許暗示更能充實整個作品

的豐厚度。許多象徵和隱喻的圖案設計更能創造出比文字本身更豐富的意涵。因

此，讀者在閱讀圖畫書時，不僅要留意文字給予的暗示，更要注意圖像代表的情

境，這些暗示或情境可能是作者刻意安排，或是無意間留下的線索。柯倩華表示：

在圖畫書裡，角色的表情、動作、姿態，色彩的明暗深淺、背景細節和空間處理

等等，常具有象徵意義或暗示性設計的企圖，以達到反映或詮釋兒童心理的訴求

115
。那麼，作者在圖畫書中安排腳踏車出現，除了扮演腳踏車原有的外在功能，是

不是也想藉由腳踏車傳遞其他訊息給讀者，讓讀者從腳踏車身上產生聯想。本節

就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情境暗示，分成故事背景、氛圍營造、人物特色等三部分

逐一探討。

一、故事背景

圖畫書中，主角的服裝造型和一舉一動都受到時空背景的影響。依照 Norton

的解釋，故事背景指的是：故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這些可以幫助讀者分享主角

所見、所聞、所聽、所感，也讓讀者更能體會主角的價值、行為、衝突，與困擾。

情節、人物刻畫及背景三者是一個故事整體可信度的重要指標，而不同型態的文

學作品，皆有不同的背景要求。當一個故事發生在某一個特定地區，則背景、情

節，與人物塑造皆需符合史實記載與當地情境
116
。然而，礙於篇幅的限制，許多故

115
引自 柯倩華，〈圖畫書與兒童心理〉，《親子繪本讀書會研討會實錄》，（台北：人間佛教讀書會），

1999 年 。
116

參自 Norton, D.E (1991). 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ld (3 rd ed.). New York :

Mac-Millan.



89

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在圖畫書中無法以文字鉅細靡遺地交代清楚，此時圖畫便

充分發揮解說的功能。以《記得茶香滿山野》一書為例，繪者以日常生活的圖像，

例如拱橋、木屐、斗笠、木造矮房、舊式裁縫車、老式腳踏車、孩童三輪車、洗

衣小徑、臨溪人家等，牽引讀者去認識茶鄉的日常生活文化，讀者跟隨這些物件

及場景，就彷彿回到五、六０年代飄盪著迷人茶香的廣興街。

圖畫書所捕捉的時空背景，從圖像的表達可以說明，如人物的服裝、街道的

景象，甚至交通工具或建築物本身皆可分辨故事發生的時空場景，因為每一樣物

品，都會因為不同的外型、功能，而有它本身的意義，透過閱讀猶如帶領讀者穿

越不同時空。其中，屬於交通工具的腳踏車，在圖畫書中通常也具有暗示時空背

景的功能。以下就「時間」與「空間」分別探討：

（一）時光流轉

1943 年凱迪克的金牌獎作品《小房子》，是維吉尼亞‧李‧巴頓(Virginia Lee

Burton) 1942 年的作品，她即是以交通工具的演進來

象徵時代變遷(圖 4-1-1)，反應了美國人的生活歷史，

也表達對美國早期生活的無限懷思。小房子獨自佇立在

山丘上，它面前不斷掠過的是象徵時代變遷的交通工

具，先是騎馬的人、然後是馬車、獨輪車、腳踏車、汽

車。腳踏車在汽車車陣的烘托下，就像小房子在大樓的

環繞下一樣格格不入。

隨著時代的變遷，腳踏車的造型與功能也隨之變化，因此從腳踏車的外型，

也可判斷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在傑夫．布藍波(Jeff Brumbeau) 與婕兒．第．

瑪肯(Gail de Marclcen)一起合作的「拼被人系列」圖畫書中，腳踏車在《拼被

人送的禮》中是進貢給國王的禮物，而在《拼被人去旅行》中，腳踏車則是僕人

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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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貴族上菜時騎乘的工具（圖 4-4-2）。這兩篇故事裡出現的腳踏車都是前輪特別高

大、後輪矮小的「高大兩輪車」（圖 4-4-3），因此由前述第二章第一節所述之腳踏

車的進化史來推測：這二則故事的背景或許均發生於 1870 年左右。因為在 1866-67

年間，法國馬車製造商米尚推出前

輪加大的腳踏車改良車種，並於

1867 年在巴黎博覽會上展出，展出

後大受歡迎。由於這輛車的曲柄及

腳踏直接裝置於前輪上，因此車輪

愈大，車速就愈快，1870 年代初期，

腳踏車已發展成高大的兩輪車117。

而在《奉茶》、《想念》、《鐵馬》、《春雨》、《跟阿嬤去賣掃帚》、《兒

子的大玩偶》、《三角湧的梅樹阿公》這些故事背景為臺灣五、六十年代的圖畫

書裡，腳踏車正好反應出當時的時代背景，這些圖畫書中的腳踏車均是外型粗重、

重達 30 公斤的「武車」。在農業社會的台灣，女性騎的腳踏車為「文車」，男性

載貨用的稱「武車」，前者為淑女車，後者是車把較長可吊東西、後座有大置物

架可當貨架的腳踏車，因生活需要，當時以後跨式的「武車」居多。

在那個物質貧困的年代，一部腳踏車代表了多種意義：腳踏車是當時主要的

交通工具，也是大人們工作的好幫手，《鐵馬》、《春雨》、《跟阿嬤去賣掃帚》

裡都有以武車載送貨物的情節；腳踏車也是兒童們玩耍時的大玩具，那時的腳踏

車都是專為大人製造的，沒有兒童專屬的腳踏車，因此，小孩騎著大車，卻坐不

上座椅，所以得一手扶車龍頭，一手扶車身橫桿，以固定上半身，不至摔跤，然

後一隻腳踏上踏板，另一隻腳從車身中間的三角形空間伸過去，踩住另一個踏板。

這樣有趣的畫面，在《鐵馬》、《我和我的腳踏車》中都有很真實的呈現。

117
參自 Richard Ballantine 、Richard Grant，《自行車聖經》，黃小萍譯，（台北： 貓頭

鷹，2004 年），頁 9。

圖 4-4-2 圖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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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兒童已有專屬的腳踏車，成人們騎車不再只是為了工作，腳踏車也已

轉變為色彩豐富、重量輕，速度更快的運動休閒工具。因此，時代背景為現代的

圖畫書裡，腳踏車的外型不再是笨重的武車、顏色也不再是沈重的黑色。這些無

法在正文中說明的時空背景，讀者卻可以藉由腳踏車的外型來追溯。時代巨輪不

停轉動著，不同世代的故事也依然在腳踏車輪下持續流轉。

（二）空間延展

圖畫書是一種講究視覺效果的兒童文學作品，圖畫除了提供主要的情節，也

會在背景上提供次要的線索，來增加劇情的發展，這些細節豐富的圖畫，同時也

可襯托主體的景物。圖畫中的空間場景不只可以暗示地點，也可以提醒讀者注意

空間所表現出來的抽象情感。

時常出現在公園、庭院、大街小巷的腳踏車，常可襯托出故事發生的地點，

例如：《大狗醫生》裡文字敘述甘大哥在腳踏車棚偷偷抽煙，在大狗醫生和甘大哥

的身後只出現一輛腳踏車當背景，這輛腳踏車便代表著腳踏車棚的存在，提供讀

者空間延展的想像（圖 4-4-4）；《小琪的肚子咕嚕咕嚕叫》、《當乃平遇上乃萍》裡

民眾騎腳踏車在公園運動；《逛街》、《走！去迪化街買年貨》、《小仙子逛大街》、《快

樂的獅子》、《美好的一天》、《輪椅是我的腳》、《老鼠牙

醫地嗖頭》等圖畫書裡，腳踏車雖然只是街道上眾多交

通工具的一種，它的出現卻能襯托出繁忙的街道景象，

在《你不能帶氣球進大都會博物館》中，即使在交通最

複雜的紐約街頭腳踏車依然也沒有缺席，代表腳踏車在

現代社會中幾乎已是無所不在了。

在圖畫書中，腳踏車除了可以暗示場所外，有時也可以代表一個國家。在瑪

尤莉‧普萊斯曼 (Marjorie Priceman)的作品《環遊世界做蘋果派》裡，小女孩

圖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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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來潮想做蘋果派，卻因市場關門，而決定自己到世界各地購買新鮮的材料自

己動手做。女孩到了法國時，作者除了畫出巴黎著名的地標－－巴黎鐵塔，

還有代表法國休閒文化的露天咖啡

座，在咖啡座旁的屋子前，有一輛醒

目的紅色腳踏車靠在大門邊，這輛腳

踏車其實也預告著接下來的情節，在

右頁裡這輛腳踏車已經載著買好麥

子的小女孩往下個目的地出發（圖

4-4-5）。

巴黎鐵塔和咖啡座都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法國，但是，腳踏車也是法國的象徵

嗎？事實上，法國除了盛產各種文明成果，也盛產腳踏車運動文化。環法自行車

大賽是世界上延續了一百年的單項頂級體育賽事，是所有自行車比賽裡不得不提

的特級比賽，它是陸地上佔用比賽場地最大的體育活動，也是能吸引最多觀眾到

現場觀看且從來不要門票的比賽，更是人類用自身能力帶動機械創造出地球上最

快速度的運動。除此之外，法國還有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博物館；法國也是世界

上唯一有培養職業自行車手學校的國家
118
。因此，以腳踏車當作法國的象徵物之

一，並不令人意外。

騎腳踏車除了能環遊法國，更可以讓自己的世

界無限延伸，腳踏車有一項特點是：它不能停滯在

原地，必須藉著行動來平衡，只有持續前進才能保

持現狀。因為腳踏車需要空間前進，可以讓腳踏車

騎乘的地方通常也表示空間的寬敞。第九屆信誼幼

兒文學獎圖畫書創作類首獎的作品《搬到另一個國

118
參自 Go Go Bike http://gogobike.blogspot.com/2006/07/qa.html （2008/1/10）

圖 4-4-5

圖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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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作者林芬名以左右兩頁相互呼應的方法，呈現出住在東、西兩地不同國家的

孩子，在面對搬到另一個國家時，有著同樣的問題與困惑。東、西方除了文化不

同，空間的規劃也大相逕庭：黛西住在洛杉磯，最愛在院子裡騎腳踏車(圖 4-4-6)；

王玫住在台北，讓她傷腦筋的是，每天必須彈一個小時的鋼琴。腳踏車出現在黛

西洛杉磯家中的庭院，表示院子裡有寬廣的空間可讓黛西活動，與王玫住在處處

是高樓大廈的台北成了最佳對比。

另一則以腳踏車顯現出寬闊空間的故事是《拼被人去旅行》，這本圖畫書被視

為《拼被人送的禮》的前傳，以溫馨感人的故事內容，刻畫出拼被人放棄富裕生

活，追尋心靈滿足的歷險過程，以及甘於清貧的決心與勇氣。書中描寫：拼被人

住在一棟堂皇高聳的房子裡，那房子高到鎮上所有其他人的屋子都在其陰影底

下。她的每一餐都是盛宴。可口的佳餚在桌上高高堆起，餐桌好長，僕人從餐桌

這一頭到另一頭，都得要騎腳踏車才行。繪者在圖 4-4-7 畫了許多身穿紅色燕尾服

的僕人，一手扶著腳踏車的把

手，一手端菜，穿梭在金碧輝

煌的餐廳裡，這些身懷絕技的

僕人除了端菜，還要肩負娛樂

眾人的任務，讓賓客們在吃飯

時還可看到在當時是新玩具

的腳踏車表演。

二、氛圍營造

一本圖畫書傳達出的氛圍有時是繪者本身的繪畫風格所造成的，有時則是以

精簡的圖畫去表達深遠的含義，透過布局與構圖、人物造形與表情、景物安排、

顏色與線條的配置，來凸顯所要表達的重點，營造出適當的情境氣氛。例如：以

明亮色彩為主的畫面能夠顯示出幸福的感覺，而以暗色為主的低色調畫面很可能

圖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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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陰沈的效果。如Nodelman 所言：特定的意義靠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說出

來的語氣；圖像的情緒就像文字的語氣，是影響意義及我們所持態度的整體特質

119。另外，圖畫書中的背景與道具，除了可增加人物與情節的可靠性，也可暗示

讀者故事的變化、烘托故事的氣氛，腳踏車在圖畫書中也有助情境氣氛的表達，

使我們在插圖中感受豐富的情感氛圍。

《琪莉和琪莉莉》這則單純甜美的故事中，作者土井香彌就是利用明亮的橘

黃色和象徵大自然的綠色營造出有著燦爛陽光的空間，彩色鉛筆纖細溫柔的筆

觸，更讓整本書充滿幸福的氛圍。土井香彌以腳踏車融入這則溫馨的故事中，更

能陪襯森林裡清新的氣息，安靜無聲的腳踏車，以一種環保健康的移動方式，不

僅不會為森林製造污染，也能讓琪莉和琪莉莉盡情擁抱森林裡的陽光、品味泥土

的芬芳。假如這對雙胞胎姊妹不是騎乘腳踏車進入森林，而是騎著《頑皮公主不

出嫁》裡史瑪蒂公主的重型機車，那麼，這則故事會呈現什麼樣的氛圍？

此外，圖畫書中的蝴蝶頁也會被用來營造氣氛，或讓讀者

預先感受故事內容的相關訊息，有時甚至會出現與故事沒有直

接關連的物品，藉此烘托出一種神秘的氛圍。在《月光男孩》

的蝴蝶頁裡（圖 4-4-8），有一位綁著馬尾的女孩牽著腳踏車，

在一大片留白的背景下，抬頭仰望天上明亮的滿月。背景的大

片留白象徵空間的延伸也暗示著女孩心靈、身體上的孤立，但

有了腳踏車的相伴，女孩不再孤單，牽著腳踏車的女孩在柔和

的月光下反而流露出一股浪漫的情懷。腳踏車之於女孩，好比

月亮之於天地萬物，都是一位親密、柔和的好朋友。雖然女孩

和她的腳踏車終究沒有出現在故事裡，但他們的出現已成功的

為《月光男孩》營造出寧靜浪漫的氣氛。

119
Nodelman, Perry（培利‧諾德曼）著，劉鳳芯譯，《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臺北：天衛文化，

2003 年），頁 254。

圖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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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除了可以替圖畫書營造出健康、悠閒的氛圍，從下列故事中可知腳踏

車的出現也有提供對照的作用，成為情節安排的對照者。在《紙戲人》中（圖 4-4-9）

腳踏車被爺爺細心的收藏著，爺爺用竹簾保護著腳踏車避免被風吹日曬，腳踏車

代表著爺爺對過去說故事時光的懷念與珍惜，也期望還有在人前說故事的一天。

被停放在屋旁的腳踏車，象徵爺爺停滯的人生狀態；而重新上路的腳踏車，則象

徵爺爺重新啟動的人生，腳踏車的狀態呼應了爺爺的人生。在《騎車到岸邊》中，

腳踏車一直是站立著的，當看盡悲歡離合的女孩來到乾涸的堤岸邊，腳踏車卻倒

下了（圖 4-4-10），倒下的腳踏車或許預告了女孩的生命即將結束，女孩的交通工

具從腳踏車變成小船，也象徵女孩將展開另一趟人生旅程。

圖 4-4-9 圖 4-4-10

在《祖母的妙法》這則故事裡，阿力是個什麼東西都有的幸福小男孩，可是

他並不快樂，因為他的膽子小。有時候，阿力上街遇到不認識的小孩騎單車，只

要阿力看他一眼，小孩就會愈變愈大，變得像夜晚的飛車黨一樣可怕。在此故事

中，親和力十足的腳踏車便用來對比孔武有力的飛車黨。而在《愛書人黃茉莉》

裡，靜止的腳踏車、柔和的月光，和黃茉莉把對書的愛好化為積極的行動，兩者

間似乎也形成對比。

《小飛先進門》裡的媽媽帶著小飛和妹妹一起上街買東西，回家時，小飛自

己先進門，把媽媽、妹妹關在門外，小飛因為太矮無法將門打開，把自己鎖在家

中。鄰居麥玲正好騎著腳踏車經過，她把腳踏車停放在路邊的電線桿旁，一起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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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想辦法。書中左右兩邊的圖有呼應的效果，停靠在電線桿上的腳踏車，象徵小

飛仍被關在屋內，事情沒有解決、呈現「停滯」的狀態（圖 4-4-11、圖 4-4-12）。

圖 4-4-11 圖 4-4-12

佩特‧哈金斯的《小帝奇》則以腳踏車的大小來凸顯排序和能力的大小，哥

哥姊姊騎的是大腳踏車，小帝奇卻騎著一輛小三輪車，封面上（圖 4-4-13）小車和

小植物的對比，暗喻小帝奇的個子、年紀雖小，但能力不一定輸哥哥姊姊，小帝

奇種的植物是三株植物中生長得最好的一株。在《好無聊喔》的書名頁中(圖

4-4-14)，腳踏車以穿越網架的方式停放，除了有「突破現況」的意涵，兄弟兩人用

二個腳踏車輪子來當飛機前輪(圖 4-4-15)，更有兩個人「合作無間」的隱喻。

圖 4-4-13 圖 4-4-14 圖 4-4-15

三、人物特色

圖畫故事中人物形象的描述，並非只依靠文字，還包括了敘述內涵更豐富的

圖畫。羅婷以表示：在小說中，人物性格不傾向直接敘述，而是藉由人物的外觀，

或是情節的發展，藉此透露人物的性格特徵，提供讀者認識故事人物的線索，就

是待解讀的「符碼」。圖畫書中的人物雖然沒有小說中的人物那樣複雜難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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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需要透過文本提供的人物言語、表情、動作、姿勢等線索而認識人物，只

是圖畫書更多了圖畫中埋設的符碼。梅比爾斯（Moebius）也指出：認識圖畫書中

的人物，主要的管道，不是從文字敘述中獲得，而是圖畫故事符碼，也就是圖畫

作家所埋設的隱藏密碼
120
。

道具就是圖畫書中的一種隱藏符碼。郝廣才認為：一件適合的道具和人物連

在一起，是塑造人物生命最有力量的方法。角色的表情和動作，其實都很有限，

也很容易重複，所以藉由道具可以把人物情感細微的部分，細膩深刻的表露出來，

更可以產生意味深長的效果。道具的功能，就像一種無言的旁白
121
。無聲的腳踏車

隱藏在圖畫書裡，正悄悄的告訴讀者：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關於主角的蛛絲馬跡。

（一）角色的個性

圖畫書中圖畫的線條、造型、顏色甚至道具都在傳遞某種訊息，引領讀者進

入圖畫書的情境。透過這些細節，作者便可以勾勒出角色的形象，以及角色的性

格、表情與情緒。其中，不同的道具會因它的外型、功能，而有它本身的意義，

讀者會從這些物品產生聯想，這樣自然就說明了許多事情，藉著這些物品的微妙

處理，便可以襯托主角的情緒，豐富故事的情節。

表現主角的性格，不一定非依靠五官表情不可，藉由騎腳踏車的姿態和方式

凸顯出人物特性，可以使主角的個性更鮮明立體。主角騎著腳踏車，可以增加主

角的性格特徵，令讀者感受到他們勤勞、努力的純樸個性，例如：《花婆婆》中的

花婆婆在受傷後的隔年春天，一面散步一面撒魯冰花的種子，也會騎著腳踏車在

鄉間小路上愉悅的和居民打招呼（圖 4-4-16），這些行為構成了符號，花婆婆的

120
羅婷以，《西洋圖畫書中的女巫形象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6
月，頁 18-19；莫比斯（William Moebius）著，馬祥來 譯，〈圖畫書符碼概論〉，《兒童文學學
刊》第三期，（2000 年 5 月），頁 162-183。

121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2006 年），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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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與圖 4-4-17 裡汽車的對照也顯示花婆婆獨立、不浮華的性情；而《春雨》

裡入贅阿貞家的安民，經常載著一大車物品的鐵馬去送貨，安民對應承載重物的

腳踏車，也暗示安民勤奮努

力的性格；在《紙戲人》的

第二個跨頁中，爺爺騎著腳

踏車下山經過綠油油的農

田，顯示紙戲爺爺來自純樸

的山林間，可能有著單純的個性。

《和爺爺一起騎單車》的爺爺戴著鴨舌帽、穿著吊帶褲、罩著一件襯衫，打扮

年輕有活力，蝴蝶頁（圖 4-4-18）裡單腳上車的俐落動作，爺爺彷彿重返久違的青

春年代。故事的結尾，載著六個小孩、一個大人的腳踏車終於不堪負荷爆胎了，

辛苦的爺爺在此時也累倒了，爆胎的腳踏車彷彿就是用盡力氣的爺爺；《鴨子騎車

記》在圖 4-4-19 的畫面構圖裡，馬兒在上方，鴨子在下方，凸顯出馬兒的態度高

傲。另外，馬兒位在方形框架中，暗示馬兒的自我設限與想法狹隘，而騎著腳踏

車前進的鴨子卻有無限的可能。

圖 4-4-16 圖 4-4-17

圖 4-4-18 圖 4-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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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在圖畫書中與兒童關係密切，雖

然在故事中腳踏車時常處在附屬的地位，卻

具有反映兒童個性的作用。《你看我有什麼》

中的皮皮總是拿出新奇的東西對安安說：

「你看我有什麼！我敢說你一定也想要。」

安安雖然沒有那些東西，卻一點也不在乎。

作者安東尼．布朗沒有藉著文字描述皮皮的個性，但從皮皮騎腳踏車時仰著頭閉

著眼睛；一手抓著腳踏車椅墊、一手插在口袋裡對著安安說話等動作表情（圖

4-4-20），讀者便明瞭皮皮驕傲、愛炫耀的性格；而《天不怕地不怕》的阿寶，總

說自己天不怕、地不怕，老是笑別人是膽小鬼。圖 4-4-21 中一

大群孩子裡出現幾輛腳踏車，代表腳踏車是兒童身邊常見的重

要物品之一，阿寶身後倒下的腳踏車似乎也暗喻了阿寶不拘小

節、霸道的個性。

《薩琪有沒有小雞雞》裡薩琪兩腳離開車身、瀟灑的騎車

姿勢，襯托出薩琪與一般女生與眾不同的性格；《傑琪的腳踏車旅行》裡傑琪被安

排在協力車的最後一個位置，除了表示她是老么，也暗示著哥哥們對她的保護。

站在協力車上的傑琪對比其他都坐著騎車的哥哥，更顯

現出她調皮、愛冒險的個性，在哥哥們騎車經過吊橋

時，古靈精怪的傑琪更大膽的站在吊橋上（圖 4-4-22），

讓人為她捏了一把冷汗。圖畫書中的每一個細節、人物

的每一個動作，都可以透露出角色的個性。

（二）角色的階級身份

日本戰後文學的代表作品《二十四隻眼睛》中，剛畢業的年輕女老師到民風

淳樸的漁村裡任教，當她騎著新式腳踏車、穿著西服出現在村子裡時，給村民帶

圖 4-4-21

圖 4-4-20

圖 4-4-22



100

來極大的衝擊；電影《十七歲的單車》中的男主角阿貴，從農村來到北京打工，

他騎腳踏車送快遞，這輛腳踏車不僅是他謀生的工具，也是他脫離貧窮生活的唯

一希望。同樣是腳踏車，但是在這二部影片中，腳踏車卻代表了不同的階級身分：

騎著腳踏車的女老師代表流行與新潮；騎腳踏車打工的阿貴卻代表了城市底層的

小人物。由此可見，腳踏車在不同的年代與國家，可以用來代表不同的階級。

腳踏車既代表富有，也代表貧困。曾經，腳踏車在歐洲是貴族青年穿禮服、

戴帽子在公園炫耀的奢侈品，歐美國家也有把腳踏車當玩具馬騎乘的歷史。腳踏

車不僅在西方受歡迎，在東方，同樣也受到中國皇帝的青睞。清末時，腳踏車由

洋商引入中國，被稱為「洋馬兒」，曾進獻給光緒皇帝，溥儀更為了便於在宮中騎

乘這輛「洋馬兒」，鋸掉紫禁城內的眾多門檻122。然而，當汽車開始出現在世界各

大城市中，腳踏車便逐漸退居為落後國家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成為貧窮交通型態

的象徵。

郝廣才表示：每樣東西，都因他的外型、功能，而有他本身的意義。好像一

把刀、一支槍，就代表一種暴力威脅。吉他、直排輪代表輕鬆、愉快。不同款式

的帽子，代表不同的地位。讀者會從東西身上產生聯想。這樣自然就說明了許多

事情123。在圖畫書的世界裡，腳踏車也可以象徵角色的階級身分。在《拼被人送

的禮》這本圖畫書中，可看見腳踏車被當作貴族的奢侈品的這段歷史。《拼被人送

的禮》中有一個擁有全天下最多禮物的國王，然而他卻一點也不快樂，這位不快

樂的國王在每年聖誕節和生日都會收到千百件禮物，他幾乎擁有世上最美麗的東

西，城堡裡從上到下都塞滿了禮物，數也數不清，繪者婕兒．第．瑪肯(Gail de

Marclcen)在圖 4-4-23 滿版的圖畫裡畫滿了色彩豐盛、琳瑯滿目的禮物，令人目不

暇給，有鑽石珠寶、珍禽異獸、望遠鏡、地球儀、各式各樣的玩具……

122
參自謝可珍，〈自行車—踩踏兩世紀的風華〉，《誠品好讀》，第 75 期， 2007 年 4 月，頁 8；

Bicycle http://ms4.nnjh.kl.edu.tw/~comp206/history.html (2008/7/20)
123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2006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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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這些珍貴的禮物當中，有一輛前輪高大

的腳踏車，靜靜的躺在的右下角，它藍色的身

影幾乎快被其他禮物所淹沒。能被送到城堡裡

的禮物都是神奇或好玩的東西，腳踏車在當時

被當成新奇的玩具送給國王，可見它在這則故

事之中是多麼貴重的禮物。

對不快樂的國王來說，腳踏車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擺飾品，但是對於《擦

亮路牌的人》裡的清潔工、《紙戲人》中的紙戲爺爺，這些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而言，

腳踏車卻是他們為了維持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工具。193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

爾斯．華綏是一位寫實主義者，關注社會中的階級意識，在他的作品《美德》裡，

收入微薄的男主角因為偶然的惻隱之心，幫助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不料這個義

舉卻為他的家庭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風暴。腳踏車除了是男主角的主要交通工

具，對照汽車的出現，更突顯出主角家中的清貧。

腳踏車在不同階級中各有其不同的角色，在以第二

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被屠殺的歷史為背景，敘說戰火悲哀

的《鐵絲網上的小花》中，當德軍打敗，許多傷兵回到

城裡，城裡大亂，民眾紛紛要逃難，逃難的人卻因身分

地位不同，而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位高權重的市長使

用汽車，一般民眾只能用馬車、腳踏車逃難(圖 4-4-24)。

此外，在本章第一節曾提及的《四輪軟腳蝦》、《我和我的腳踏車》這兩個故事裡，

不同等級的腳踏車也代表了兒童之間的貧富階級。

不論騎乘腳踏車的人是什麼身分，騎的是何種等級的腳踏車，所有騎乘者在

腳踏車上看到的都是同樣的風景，但從這些相同的風景裡，每個人卻產生自己獨

特的感受與領悟。腳踏車對於不同階級的人，或許都代表了一種追求，追求幸福，

追求夢想，甚至是對於生命的追求。

圖 4-4-23

圖 4-4-24



102

第伍章 結語－－深藏不露的腳踏車

兩年前，筆者以單車上路，穿梭在圖畫書的世界中，尋找腳踏車在圖畫書

中的功能與象徵意義。兩年後，這首圖畫書「練習曲」，畫下了休止符。筆者發

現腳踏車簡樸的外型沒有太多改變，但是其功能卻因時代變化有所不同，這些不

同的功能在圖畫書裡也都能找到軌跡。

在圖畫書裡，腳踏車的功能十分多元。它可以是孩童的遊戲工具；老人、動

物的交通工具；郵差、紙戲人的工作工具；也可以是民眾休閒運動的工具。有時

一本圖畫書中的同一輛腳踏車甚至不只有一種功能，例如：《鐵馬》一書裡，主角

家中的腳踏車即兼具遊戲、交通與工作工具三種功用。其中，腳踏車作為工作工

具的歷史由來已久，對壯年人來說腳踏車通常是單純的工作工具，往往承載著有

形和無形的束縛。在《農場的瘋狂事件》、《凱琪的包裹》、《牛美女要減肥》、《當

天使飛過人間》中腳踏車是郵差運送信件的工具，也是郵差最好的身份認證；在

《鐵馬》、《春雨》、《加油，大胖狗》、《艾拉快樂送蛋糕》裡腳踏車是送貨載物的

工具；在《擦亮路牌的人》、《跟阿嬤去賣掃帚》、《紙戲人》中的腳踏車則是主角

重要的謀生工具。

另外，在筆者收集到的圖畫書中，腳踏車在書中扮演兒童的遊戲、交通工具

的圖畫書有 46 本，在這 46 本圖畫書中，紅色腳踏車出現的次數位居所有顏色之冠。

筆者認為圖畫書的繪者經常選擇以紅色來呈現令主角羨慕的腳踏車，是因紅色是

最吸引人注意的顏色。此外，紅色也是活力、勇敢的象徵，兒童都希望可以早日

成為自己的主人，藉著腳踏車輪的轉動擴大自己的視野，騎上腳踏車展現自我的

力量。在廣大的東方，紅色代表喜慶和歡樂的時光，永遠不老的腳踏車在每一個

世代間，帶給孩子們快樂的童年，以紅色來描繪腳踏車，或許也是藉由紅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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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騎乘腳踏車時的歡樂時光。由上述觀點，紅色似乎是最適合兒童腳踏車的顏

色。

在圖畫書中，圖畫是「圖像式」語言，與文字一樣會說話，文字點出圖畫中

呈現的重要訊息，而圖畫往往隱藏著許多文字未透露的深層意義。圖畫的訊息是

經過繪者挑選具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圖畫書中大大小小的物品，都有著繪者所欲

傳達出的重要訊息。在圖畫書中，腳踏車是一件深藏不露的物品，它不僅僅是「一

輛車」而已，它也隱含了童年往事、親情橋樑、往日情懷與情境暗示等象徵。

圖畫書多是為兒童量身創作，因此圖畫書中有許多關於童年的故事，腳踏車

更時常象徵與童年相關的往事，回憶中的童年生活，往往有許多情景令人回味。

現代成人對腳踏車的熱衷，也許象徵著對童年記憶的眷戀，對他們而言，腳踏車

更像是童年時光的延伸，是童年裡最美的記憶，藉由腳踏車，彷彿又可以重溫一

遍童年。在圖畫書中，童年的腳踏車隱喻了成長的喜悅、友誼的橋樑、純真的夢

想、自由與冒險、情緒的抒發等意涵。

騎上腳踏車，彷彿揮別童年，攀向另一個世界的起點，儘管學騎腳踏車的過

程有辛酸、痛苦，但克服困難和障礙之後，成就感油然而生，學習騎腳踏車似乎

成了一種不言而喻的成長儀式。在《鐵馬》、《不要放手喔》、《我會騎腳踏車》、《快

樂單車遊》、《四輪軟腳蝦》、《鈴鈴鈴請讓路》、《聽，天空在說什麼？》等圖畫書

中，主角們都是從跌跌撞撞中學會騎腳踏車，藉著學會騎車的過程實現自我，進

而肯定自我，得到成長的喜悅。

而兒童成長過程的必經之路就是尋求友誼，腳踏車是促進兒童友誼的催化

劑，同時它也是一位動靜皆宜的朋友。當兒童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騎車穿梭在

大街小巷，彼此的友誼也會更加密切，《好朋友》、《敵人派》、《四輪軟腳蝦》、《我

們是好朋友》、《小老鼠和大象》、《我和我的腳踏車》、《彩色糖果的約定》等書裡，

腳踏車為主角和朋友搭建了一座無形的友誼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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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幾乎是每個兒童第一個夢寐以求的交通工具，雖然這個純真的夢想並

不一定能如願以償，但不能實現的夢想也可能昇華成另一頁生命的樂章，例如《我

和我的腳踏車》中的男孩，作者在封面即以飛翔的風箏暗示讀者這是個關於夢想

起飛的故事。此外，《小帝奇》、《快樂單車遊》、《仔仔的撲滿豬》等圖畫書裡的

主角也都渴望自己能擁有一輛全新的二輪車。腳踏車除了是兒童的夢想，在《貓

兒在月亮上》一書中，腳踏車甚至成為幫助兒童完成夢想的工具。

冒險與自由是小孩的天性，兒童騎車常是為了展開未知的旅程，前進未知的

世界探險，享受經歷新奇事物的驚奇。在圖畫書《好朋友》、《鴨子騎車記》、《琪

莉和琪莉莉》、《傑琪的腳踏車旅行》、《和爺爺一起騎單車》、《魯拉魯先生的腳踏

車》裡，主角們也都藉著騎乘腳踏車的時光，盡情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下，享受生

命中最美好的時刻。富有魔法的腳踏車讓兒童瞬間有了來去自如的能力，同時也

擁有了「自由」。

騎乘腳踏車的輕鬆自在，能讓人將負面的情緒轉換成正向的心情，也能讓兒

童不安的情緒得到抒發。《小凱的家不一樣了》裡的小凱在充滿不安的情緒時，

選擇騎上熟悉的腳踏車，安心的感覺讓他暫時忘記心裡的恐懼；《鴨子騎車記》、《統

統是我的》、《你很快就會長高》裡的相關人物或動物騎上腳踏車時，臉上滿足、

歡樂的表情都可以讓讀者感受到他們的喜悅。童年的腳踏車，代表兒童對快樂的

追求；對成長、友誼、夢想以及自由的嚮往，有了腳踏車的陪伴，童年將會變得

更完整。

每一個世代的兒童都有過學騎腳踏車的經驗，身後總有父母親或祖父母扶著

的溫馨畫面，那種親情的流露，在每個世代都是相同的。在學習騎腳踏車的過程

中，父母何時該放手，也是親子關係的最佳寫照，《不要放手喔》便是藉由父親教

女兒學騎腳踏車的過程，刻畫父女間濃厚的親情。另外，也有許多圖畫書藉由腳

踏車讓親子、祖孫或手足等關係更和諧緊密，腳踏車可說是增進親情的最佳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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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腳踏車輪的運轉下，親情同時在無聲無息地流動著，腳踏車也見證了每一段曾

在車輪下流轉過的親情。

當城市迅速變遷，舊時代的身影也往往隨之消逝；然而，已兩百多歲的腳踏

車並沒有消逝在時光的洪流中。腳踏車緩慢的步調，像是一把啟動回憶的鑰匙，

現代的成年人熱衷騎腳踏車，或許也是為了緬懷曾經單純無憂的年少歲月。在充

滿懷舊氣氛的圖畫書裡，造型笨重卻實用的鐵馬是早期生活的重要象徵，也勾起

人們對於過往的記憶。《紙戲人》裡的紙戲爺爺藉由一輛年代久遠且充滿故事的「懷

舊時光機」，重回往日演紙戲的時光。

圖畫書礙於篇幅的限制，有時無法以文字描述時間、地點，便藉由圖畫發揮

解說的功能，因此，圖畫書中的圖畫往往隱藏著許多文字所未透露的深層意義，

這些情境的暗示更能充實整個作品的豐厚度。腳踏車在圖畫書中的情境暗示，分

為故事背景、營造氛圍、人物特色等三種類型。

在故事背景方面，腳踏車在圖畫書中通常具有反應當時的時代背景、襯托故

事發生的地點、暗示空間的寬敞等意涵，此外，腳踏車也有助情境氣氛的營造，

或成為情節安排的對照者。《紙戲人》裡腳踏車代表著爺爺對過去說故事時光的懷

念與珍惜，也象徵爺爺停滯的人生狀態；而重新上路的腳踏車，則象徵爺爺重新

啟動的人生，腳踏車的狀態呼應了爺爺的人生。

無聲的腳踏車隱藏在圖畫書裡，讀者仔細觀察便會發現關於主角的蛛絲馬

跡。腳踏車在圖畫書中不僅反應出角色的個性，藉由角色騎腳踏車的姿態和方式

更可以凸顯出人物特性，使主角的個性更鮮明立體。腳踏車也可以隱喻角色的階

級身分，在《四輪軟腳蝦》、《我和我的腳踏車》裡，不同等級的腳踏車則代表了

兒童之間的貧富階級。腳踏車對於不同階級的人，或許都代表了一種追求，追求

幸福，追求夢想，甚至是對於生命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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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現實的世界或是圖畫書的國度裡，腳踏車均兼具多種功能，且蘊藏著

豐富多元的社會文化意涵，解析圖畫書裡腳踏車的意涵，不僅能增進閱讀圖畫書

的樂趣，也有助於擴展閱讀的視野。圖畫書也可以成為腳踏車的運動場，只要不

斷地向前行，就能在其中馳騁，發現無限寬廣的世界。

最後，在單車上路的旅途中，有幾點發現，提供給繼續前行的同伴參考：

一、台灣、日本作家創作的圖畫書中，腳踏車多是懷舊的黑色「武車」具有

懷舊氛圍，造型笨重而實用、作為工作時的工具；而國外圖畫書中的腳

踏車則多是色彩鮮豔、作為休閒用的交通工具，這些現象隱藏的文化意

涵值得進一步深究。

二、洪瑜潢(2002)的研究提出，台灣及西方的兒童圖畫書不論是在文字部分或

圖書部分，母親的出現率都高於父親兩倍以上。他認為這樣的結果，顯

示母親在幼兒成長的階段上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而父親只是擔任協助

的角色。但本研究發現：在圖畫書中，主角學騎腳踏車卻多是由爺爺或

父親指導，且以父親教女兒為多數，其中緣由值得細究。

三、探討圖畫故事書中的腳踏車主題，本研究只是個小開端，除了腳踏車外，

還有其他在圖畫書中看似不起眼的物件，其實都有它的意涵，有興趣的

研究者能再深入探討。

四、圖畫書中腳踏車的樣式似乎隨著出版年代不同而改變；腳踏車的外型也

常因創作時代、國別而呈現差異

性，因此，腳踏車的象徵意涵是否

受到圖畫書出版年代的影響？這

也是有趣又富意義的主題，未來研

究者可加以深究。 深藏不露的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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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相關圖畫書）

依書名字數排列（共 138 本）

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你不能帶氣球進大

都會博物館

賈桂琳葳茲蔓

(Jacqueline Preiss Weutzman)/

羅蘋葛拉瑟(Robin Press Glasser)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噹！噹！噹！跟我

回到小時候

老頭/老頭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薩琪到底有沒有小

雞雞

提利(Thierry Lenain) /

戴爾飛(Delphine Durand)/謝蕙心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2005 年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

狗們

賴馬/ 賴馬 信誼基金出版社 1997 年

123．光腳丫．玩遊

戲

老頭/老頭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走，去迪化街買年貨 朱秀芳/陳麗雅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大象男孩與機器女

孩

郝廣才/田中伸介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魯拉魯先生的腳踏

車

伊東寬/伊東寬/周佩穎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傑琪的腳踏車旅行 相原博之 /米雅/足立奈實 尖端出版 2006 年

和爺爺一起騎單車 史蒂芬．布南/

瑪麗亞．梅傑/許駿

喬福圖書社 2005 年

三角湧的梅樹阿公 蘇振明/陳敏捷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佳佳的妹妹不見了 筒井賴子/林明子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1985 年

第一次上街買東西 筒井賴子/林明子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1982 年

爸爸永遠會在那兒 露易絲‧葛萊柏林(Lois Grambling)/

華特葛‧芬尼卡賽爾(Walter Gaffney

Kessell)/陳方妙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全部都是我的寶貝 齊藤榮美/狩野富貴子/林禮寧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太陽和月亮的新衣 山 口 峯 晴 /山 口 峯 晴 /林意珊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環遊世界做蘋果派 瑪尤莉‧普萊斯曼 (Marjorie Priceman)/

瑪尤莉‧普萊斯曼 (Marjorie Priceman)

李永怡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媽媽最棒！爸爸最

棒！

蘿拉‧紐玫若芙（Larua Numeroff）/

琳恩‧孟辛兒(Lynn Munsinger)/ 柯倩華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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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小凱的家不一樣了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 /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高明美

臺灣英文雜誌社 2002 年

玉井芒果的秘密 許玲慧/陳盈帆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彩色糖果的約定 希薇亞‧歐瑪（Sylvia Van Ommen）

希薇亞‧歐瑪（Sylvia Van Ommen）/吳愉

萱

米奇巴克有限公司 2007 年

跟阿 嬷 去 賣掃 帚 簡媜/黃小燕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老鼠牙醫地嗖頭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

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 孫晴峰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小牛雷夫學游泳 菲樂利．庫爾曼(Valerie Coulman)

羅傑(Roge)/ 湯心怡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哈囉！再見的窗口 諾頓．賈斯特（Norton Juster）

克利斯．拉西卡(Chris Raschka)/陳質采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你很快就會長高 安琪雅．薛維克(Andrea Shavick)/

羅素．艾圖(Russell Anto)/余治瑩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0 年

我有友情要出租 方素珍/郝洛玟 上堤文化有限公司 2001 年

咕嚕咕嚕推推看 郭泳稙 /李炯鎮/ 陳馨祈 風車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007 年

當天使飛過人間 田中仲介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大姊姊和小妹妹 夏洛特．佐羅托(Charlotte Zolotow)/

瑪莎亞．歷山大(Martha Alexander)/

陳質采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農場的瘋狂事件 亞歷山大．史蒂芬斯邁埃爾

(Alexander Steffensmeier)/張泰明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7 年

鐵絲網上的小花 羅貝托英．諾桑提（Roberto Innocenti）

羅貝托．英諾桑提（Roberto Innocenti）

林海音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我的麻吉在哪裡 威福利德．吉 柏 哈 爾 徳 (Wilfried Gebhard)

威福利德．吉 柏 哈 爾 徳 (Wilfried Gebhard)

李蔓莉

華一書局有限公司 2006 年

當乃平遇上乃萍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 /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彭倩文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艾拉快樂送蛋糕 卡蜜拉．狄梅柯( Carmela D，Amico)

史蒂芬．狄梅柯（Steven D，Amico）/汪芸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搬到另一個國家 林芬名/林芬名 信誼基金出版社 1996 年

我和我的腳踏車 葉安德/葉安德 和英出版社 2006 年

都是夏天惹的禍 鈴木康司/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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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鈴木康司/林真美

這是誰的腳踏車 高晶 純/高晶 純/米雅 經典傳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我的媽媽真麻煩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陳質采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記得茶香滿山野 向陽/許文綺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挖土機年年作響 約克米勒(Jork Muller) /

約克米勒(Jork Muller)

和英出版社 2003 年

貓兒在月亮上 查特．西蒙(SimonTraute)

蘇西．博達(BohdalSusi) /左秀靈

永達圖書有限公司 1996 年

謝謝你，好朋友 內田麟太郎/降矢奈奈/游珮芸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聽天空說什麼 南西‧懷特‧卡爾史東

(Nacy White Carlsttom）

提姆‧雷偉（Tim Ladwig）/劉清彥譯

道聲出版社 2007 年

我們是好朋友 阿麗奇(Aliki Brandenberg)/

阿麗奇(Aliki Brandenberg)/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我為什麼快樂 羅倫斯‧安荷特(Laurence Anholt)/

凱瑟琳‧安荷特(Catherine Anholt)/

劉清彥

和英出版社 2003 年

愛書人黃茉莉 莎拉．史都華(Sarah Stewart )/

大衛．司摩(David Small)/柯倩華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擦亮路牌的人 莫妮卡．菲特(Monika Feth) /

安東尼‧布拉丁斯基(Antoni Borutynski)/

林素蘭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2 年

你看我有什麼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 /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e)/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1989 年

阿公的紅臉頰 海茲(Heinz Janisch)/

艾優俠(Aljoscha Blau)/洪翠娥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曼先生的旅行 吉爾‧提伯(Gilles Tibo)/

呂克‧梅朗森(Luc Melanson)/劉清彥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5 年

鈴鈴鈴請讓路 李寬宏/馮念康/ 三民出版社 2005 年

去去去去遊戲 吉歐瓦那．蒙帝加查 (Giovanna Mantegazza)/

文法蘭西絲．狄．希拉 (Francesca di Chiara)/

卡洛．阿伯多．米契里尼/設計 /鄭榮珍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鏟土機挖挖挖 凱特．麥克穆蘭(Kate McMullan)/

吉姆．麥克穆蘭(Jim McMullan)/陳雅茜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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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小仙子逛大街 莎麗．賈德娜(Gardner Sally)/

莎麗．賈德娜(Gardner Sally)/陳雅茜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打開詩的翅膀 詹冰 等人 / 鄭明進 等人 維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仔仔的撲滿豬 馮治琲/ 馮治琲 國語日報 2004 年

街道是大家的 庫路撒(Ediciones Ekare)/

墨尼卡‧多朋(Nina Bonita)/楊清芬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夏綠地的撲滿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柯倩華

閱讀文化有限公司 2005 年

阿比忘了什麼 郝廣才/朱里安諾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約瑟夫的院字 查爾斯奇賓(Charles Keeping) /

查爾斯奇賓(Charles Keeping) / 林真美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楊翠玉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琪莉和琪莉莉 土井香彌/土井香彌/賴秉薇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拼被人送的禮 傑夫．布藍波 (Jeff Brumbeau)/

婕兒．第．瑪肯(Gail de Marclcen) /

楊茂秀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拼被人去旅行 傑夫．布藍波 (Jeff Brumbeau)/

婕兒．第．瑪肯(Gail de Marclcen) /

楊茂秀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天不怕地不怕 舒伯特夫婦(Ingrid &Dieter Schubert) /

舒伯特夫婦 (Ingrid &Dieter Schubert) /

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小老鼠和大象 安‧佛姆鮑特(An Vrombaut) /

安‧佛姆鮑特(An Vrombaut)/林宿

上堤文化有限公司 2003 年

祝你生日快樂 方素珍/仉桂芳/ 國語日報出版社 1996 年

讓路給小鴨子 羅勃．麥羅斯基（Robert McCloskey）/

羅勃．麥羅斯基（Robert McCloskey）/

畢璞

國語日報出版社 1995 年

輪椅是我的腳 法蘭茲．約瑟夫．豪尼格

(Franz Joseph Huainigg)/

薇恩拉．巴爾豪斯(Verena Ballhaus)/

林倩葦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2004 年

在某些日子裡 海茲．雅尼許(Heinz Janisch)/

賀格．邦許(Helga Bansch)/林素蘭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5 年

牛美女要減肥 克荷絲岱．黛斯茉諾(ChristelDesmoinaux)/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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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祝文君 司

辛爺爺的怪獸 湯米．溫格爾（Tomi Ungerer）/

張劍鳴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跟爺爺說再見 金．富茲．阿肯森（Kim Fupz Aakeson）/

依娃．愛瑞克森(Eva Eriksson) /

巨河文化

巨河文化有限公司 2005 年

山丘上的石頭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大衛．麥基(David McKee) /張淑瓊

道聲出版社 2008 年

加油！大胖狗 福田岩緒

福田岩緒/周姚萍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編織的幸福 嚴淑女/鍾易真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我有一隻狗 彼得．席斯(Peter Sis) /

彼得．席斯(Peter Sis)/黃聿君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美好的一天 沈穎芳/沈穎芳 信誼基金出版社 2005 年

祖母的妙法 瑪格瑞特．庫貝爾(Margarete Kubelka)/

漢司．帕貝爾(Hans poppel)/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小飛先進門 雪莉．休斯(Shirley Hughes)/

雪莉．休斯(Shirley Hughes)/ 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小布修東西 Lars klinting/ Lars klinting/ 葉曉雯 大千文化出版事業公司 2001 年

愛讀書的樹
迪地耶．雷非(Didier Levy)/

蒂蕊娜．羅曼寧(Tiziana Romanin)/王美慧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7 年

芽芽搬新家
錢茵/錢茵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四輪軟腳蝦 伊娃‧蒙塔娜(Eva Montanari)/

伊娃‧蒙塔娜(Eva Montanari)/殷麗君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不要放手喔 珍妮‧威利斯（Jeanne Willis）/

湯尼‧羅斯（Tony Ross）/林芳萍

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腳踏車輪子 陳志賢/陳志賢 和英文化出版社 2005 年

鴨子騎車記 大衛．夏儂(David Shannon) /

大衛．夏儂(David Shannon)/沙永玲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精彩過一生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黃迺毓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999 年

騎車到岸邊 麥克．度朵（Michael Dudok de Wit）

麥克．度朵（Michael Dudok de Wit）/

江明娟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門鈴又響了 佩特．哈金絲 Pat Hutchins/

佩特．哈金絲 Pat Hutchins/林真美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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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凱琪的包裹 坎達絲‧弗萊明（Candace Fleming）/

史黛西‧崔森‧麥昆

（Stacey Dressen McQueen）/劉清彥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2004 年

快樂的獅子 露意絲‧費悌兒(Louise Fatio Duvoisn )/

羅傑‧杜佛辛(Roger Duvoisn )/蔣家語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統統是我的 涅勒‧慕斯特(Nela Moost)/

安涅特‧魯道夫(Anner Rudolph)/張瑩瑩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快樂單車遊 吉柏特‧迪拉哈耶（Gilbert Delahaye）/

馬歇‧馬里耶(Marcel Marlier)

智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5 年

五月木棉飛 淩拂/黃昆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會飛的抱抱 珊卓‧和寧(Sandra Homing)

法拉力‧哥巴契夫(Valeri Gorbachev)/

黃迺毓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司

2006 年

想要不一樣 童嘉/童嘉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再見小樹林 嚴淑女/張又然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小丑找新家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

昆汀‧布雷克（Quentin Blake）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

不要親我 佩特拉‧夢特 (Petra Monter)/

莎賓娜‧威蒙(Sabine Wiemers)/張婉容

音樂向上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好無聊喔 彼得‧史比爾(Peter Spier)/

彼得‧史比爾(Peter Spier)/ 漢聲雜誌

英文漢聲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月光男孩 史班．歐森(Ib Spang Olsen)/

史班．歐森(Ib Spang Olsen)/管家琪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大狗醫生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

芭貝柯爾(Babette Cole) / 黃迺毓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3 年

聖誕小子 勞倫斯(Lawrence David) /

戴爾飛(Delphine Durand)/郭恩惠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我自己做 保羅．弗力斯特(Paul Friester)

蘇珊娜．史瑪吉克(Susanne Smajic)/

林倩葦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

司

2005 年

慌張先生 賴馬/賴馬 信誼基金出版社 2004 年

袋貂魔法 梅．福克斯 (Men Fox)

茉莉．維瓦思 (Jul ie Vivas)

孔繁璐 (Fan- Lu Kung)

大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2007 年

大貓來了 法蘭克˙艾許（Frank Asch ）

佛拉迪摩˙維京(Vladimir Vagin)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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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湯姆爺爺 史提凡˙查吾爾（Stepan Zavrel）

史提凡˙查吾爾（Stepan Zavrel）

施素卿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去買東西 佐騰和貴子/佐騰和貴子

林真美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明天的我 宮西達也/宮西達也/周佩穎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金色翅膀 田中伸介/田中伸介 格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草鞋墩 劉伯樂/劉伯樂 信誼基金出版社 1998 年

敵人派 德瑞克．莫森(Derek Munson)/

泰拉．葛拉罕．金恩(Tara Calahan King)/

劉清彥

道聲出版社 2003 年

我愛玩 林芳萍 / 劉宗慧 信誼基金出版社 1997 年

大遊行 唐納．克魯斯（Donald Crew） /

唐納．克魯斯（Donald Crews） /

曾蕙蘭

台灣英文雜誌有限公司 1997 年

紙戲人 艾倫˙賽伊 (Allen Say) /

艾倫˙賽伊 (Allen Say) /劉清彥

和英文化出版社 2005 年

好朋友 赫姆．海恩（Helme Heine）/

赫姆．海恩（Helme Heine）/ 王真心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

花婆婆 芭芭拉．庫尼(Barbara Cooney) /

芭芭拉．庫尼(Barbara Cooney)/方素珍

三之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2003 年

小房子 維吉尼亞．李．巴頓(Virginia Lee Burton)

維吉尼亞．李．巴頓(Virginia Lee Burton)/

林真美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6 年

蜜蜂樹 派翠西亞．波拉寇（Patricia Polacco）/

派翠西亞．波拉寇（Patricia Polacco）/

廖春美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

紅龜粿 王金選/曹俊彥 信誼基金出版社 2005 年

小帝奇 佩特．哈金森(Pat Hutchins)/

佩特．哈金森(Pat Hutchins)/ 潘人木

台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1996 年

小桃紅 梅麗莎‧斯威特（Melissa Sweet）/

梅麗莎‧斯威特（Melissa Sweet）/

郭恩惠

典藏藝術家庭 2008 年

一日遊 孫心瑜/孫心瑜 信誼基金出版社 2008 年

有一天 艾莉森．麥基（Alison Mcghee）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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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名 作 者/ 繪者/ 譯 者 中文出版社
出版

年份

彼德雷諾茲（Peter H. Reynolds）/王慧雲

美德 高爾斯‧華綏（ John Gal swor thy）

安娜．波依瓦（Anna Boi f ava） /隱地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995 年

鐵馬 王蘭 /張哲銘 國語日報出版社 1996 年

逛街 陳志賢 信誼基金出版社 2003 年

春雨 鄭清文 / 幾米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奉茶 劉伯樂 / 劉伯樂 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勇氣 伯納‧韋伯(Bernard Waber)/

伯納‧韋伯(Bernard Waber)/幸佳慧

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想念 陳致元 /陳致元 上誼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外公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

約翰‧伯寧罕（John Burningham）/ 林良

臺灣英文雜誌社有限公司 1994 年

家園 吉妮．貝克（Jeannie Baker） 和英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家 羅倫斯‧安荷特(Laurence Anholt)/

凱瑟琳‧安荷特(Catherine Anholt)/林良

和英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