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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更接近，
在奇幻文學世界中
相遇美好的經驗

「飛過來。飛過去。飛到奇幻文學夢境裡」系列活動，以奇幻文學為

主軸， 描繪台灣本土民間傳說的瑰麗色彩，在神秘的神話國度，充滿幻想
的魔幻世界中，透過書本上的文字幻化為各種角色，以故事、戲劇形式展

開不同的奇幻之旅，滿足一個個愛幻想的心靈。

從書中探訪奇幻之旅

適合親子共讀的「奇幻文學主題書展」，挑選多本中西奇幻文學相

關兒童繪本、少年小說及台灣本土作家創作作品，包含美麗寶島福爾摩

沙的冒險故事《玉山的召喚》、《春神跳舞的森

林》，充滿神秘色彩的原住民神話《射日》、

《神秘谷》，耳熟能詳的台灣民間傳奇故事《虎

姑婆》、《好鼻師》，經典的中國古典傳說《西

遊記》、《鏡花緣》、《聊齋》、《山海經》，

西洋經典奇幻小說《哈利波特》、《納尼亞傳

活
動

展
覽
與

童心追尋的是一種「遊戲」，兒童能沉浸於遊戲

中，並從中探尋其內心世界，美國奇幻作家露薇

茵說：「奇幻文學是種心靈境界的遊戲」，將心

中的想像及幻想寄託於故事中，透過閱讀而開啟

的心靈遊戲。

文───蔡佩玲　展示教育組　　

攝影──蔡佩玲、傳崇益、陳威翰

奇幻文學主題書展，從幻想的文章中探近其內涵，享受歡樂的奇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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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中、英文的對白，讓整齣戲更為生動，演出後的

互動時間「拿起你的手來，往前轉，往後轉，放鬆

你的手關節」，進行近距離操偶互動，體驗台灣傳

統藝術之美。

「布袋戲」為台灣豐富的語言文化資產，精彩

的口白語言及充滿想像力的修辭，在精緻刻畫木偶

間的你來我往中，緊緊吸引觀眾一同進入奇幻的想

像世界。

故事人說故事

台灣民間故事中神秘奇幻的故事情節，童心相

融，更是幼時床邊故事好選擇。

兒童文學作家兼故事人貓小小說《馬爺爺說臺

灣民間故事》裡的老故事《虎姑婆》，尖牙利齒虎

姑婆暗夜來去無影蹤，提醒著孩子不要隨便讓陌生

奇》、《雞皮疙瘩系列》、《愛麗絲的夢遊仙

境》，及台灣本土作家奇幻文學作品《三隻小紅狐

貍》（馬景賢）、《少年噶瑪蘭》（李潼）、《阿

里山的迷霧精靈》（鄭宗弦）、《豹人．狐狸．神

木國》（褚育麟）、《千年烽火奇幻遊》（黃海）

等二百多本奇幻文學相關兒童及少年圖書，讓孩童

藉由閱讀激發想像力，尋找想像世界的心靈寄託。

文學與藝術的親子奇幻劇場

原來，傳統藝術可以這麼有趣！在兒童節當

天，親子一同進行了一場豐富的傳統藝術饗宴，邀

請臺北木偶劇團演出《西遊記之大鬧水晶宮》，本

劇為傳統布袋戲經典劇碼之一，該劇團以多元多變

的木偶劇場創作，呈現中國奇幻文學經典作品《西

遊記》，劇中不僅使用「台語」來詮釋，其中更穿

親子奇幻劇場《西遊記之大鬧水晶宮》，中國奇幻文學與傳統藝術的美麗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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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人說故事，在聽故事與遊戲中，獲得知識，啟發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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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家門喔！《水鬼城隍》小水鬼大發善心，搖身

一變城隍爺，自私壞心的人有時比鬼更可怕呢！活

動邀請親子一同認識與重溫屬於台灣民間流傳的經

典故事，鼓勵孩子拿起五顏六色的畫筆，發揮想像

力，變化出擁有各種功夫的鬼鬼紙偶。

胖叔叔說故事，帶來了屬於台灣客家、排灣

族、阿里山鄒族、阿美族的4個傳說故事。一開
場，胖叔叔唱著《捕魚歌》，「白浪滔滔我不怕，

掌起舵兒往前划，撒網下水到漁家，捕條大魚笑哈

哈。」帶著孩子想像乘坐著船兒繞行台灣一周，在

經過每一原住民族的部落時，讓孩子學習使用該族

的語言打招呼。

排灣族傳說故事《仙奶泉》，「什麼是仙奶

泉？可不是味全鮮奶哦∼看過關子嶺『水火同源』

的奇觀嗎？這隻是什麼動物？這隻蛇有什麼不同？

背上菱形花紋，三角頭，還分別噴出紅紅和藍藍的

東西，想像有條兩頭蛇從那石縫中噴出火焰和熱

泉，而一名排灣族少年得設法制住牠，取得仙奶泉

的泉水⋯⋯」，一個發生在台南關子嶺與關廟鳳梨

有關的故事，帶領孩子一窺原民獨特文化樣貌。客

家民間傳說《李田螺》，得以一覽客家文化的鮮明

色彩及獨特風貌，在故事中認識客家民間習俗。客

家人為滿月小寶寶洗頭的時候，水裡面會放進什麼

呢？有蔥、石頭及銅錢，蔥讓人更聰明，石頭保

健康，銅錢帶來財寶及良田，期望寶寶順利長大

成人。緊接著的阿里山奇幻文學《春神跳舞的森

林》，傳達鄒族與森林共生的觀念，以及旺盛的生

命力，圖畫裡更隱藏著鄒族的部落、傳說、生活方

式及自然觀念。阿美族傳說《女人島》，「這個世

界上真的有一個島，全部都是女人嗎？一位年輕漁

夫漂流到這個全是女人的國度裡，在島上的一年就

是故鄉的60年⋯⋯」，從故事中認識阿美族傳統習

俗，阿美族為了感念海上大怪魚教導族人製作獨木

舟的技術，有了捕魚祭的祭典儀式，捕魚祭時要獻

上4樣祭品──5隻豬、5隻雞、5缸酒及5把檳榔，
以保佑族人捕魚時能平安豐收；阿美族女生對於心

儀的男生，會送上檳榔，作為定情之物，只要心上

人願意接受，就代表有機會結為連理⋯⋯。在胖叔

叔生動活潑的故事說演及律動中，從奇幻神秘色彩

的台灣民間故事中認識台灣民間文化及有趣常識。

采蓉阿姨則以已故知名本土兒童文學作家李潼

的《少年噶瑪蘭》，一個穿越時空兩百年，以噶瑪

蘭族為背景創作的奇幻文學故事，引領孩子認識自

身生命源頭，尊重族群文化，學習互相了解及包容。

台灣民間傳說中包含各種幻想及神話，透過故

事人豐富及趣味的說演，讓故事更為傳神動人，活

動中並搭配DIY、律動及舞蹈，讓孩童在遊戲及父
母的陪伴中，進入奇幻的傳說世界，激起閱讀奇幻

文學作品的興趣，更能在故事中獲得對於孩童的啟

發及教育。

奇幻的魅力

奇幻文學是奇幻、魔幻、科幻，是遊戲，是充

滿幻想、擁有深刻內涵的故事。奇幻文學的本質是

想像力和遊戲的精神，非逃避現實，而是讓人更相

信夢想。透過現實的邊際和超自然元素的應用，誕

生出奇幻文學作品，如從文本中探索其含意，真正

的內涵價值更是多元。現實是夢的構成，奇幻文學

反映人的內心世界，奇幻故事更是陪伴兒童成長的

必需品。

如何挑選一本好的奇幻文學作品：

一、描述人生和人性的事實，滿足人類原始願望，探究時空祕密，以及心靈溝通。

二、具備老少咸宜的內涵及情節，並刻畫入微的故事。

三、不停留於表面的夢、魔法、奇蹟、巫術等膚淺層面。

四、注重豐富的想像、幻想，及心靈等內在。

五、有著小說和敘事詩的重奏，具深度和多重性的面貌。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自傳林統，〈閱讀奇幻，造訪異世界──奇

幻故事書單推薦〉，《親子天下雜誌》第7期（200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