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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
藏書票

311大地震後，日本民眾有感於臺灣的熱情，紛紛表達對臺灣

的感謝之情。日本藏書票界亦不落人後──11位日本書票界重量

級的收藏家，經由奇美博物館前館長潘元石先生居中牽線，每人

捐贈100張以收藏家為票主的精緻藏書票予國立臺灣文學館收藏。

此批藏書票皆為國際知名藝術家的作品，是難得一見、極具藝術

性的代表作，典藏於臺灣文學館是適得其所，相得益彰。

11位收藏家之中的佐佐木敏夫先生（佐佐木康之）更於2013

年底特地到臺南，將其畢生收藏之藏書票及相關資料無償贈予臺

灣文學館，亦親自為此批藏書票開箱，這對於在臺灣是小小眾、

無人知曉、資源貧乏的藏書票界，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佐佐木先生對臺灣藏書票發展貢獻頗多，民國80年後的許多藏

書票研習幾乎都能看到他和吾八書房的今村喬先生參與，並給予學

員實質的鼓勵，是臺灣藏書票界非常熟悉的朋友。基於此情緣，配

合臺文館「書中的小蝴蝶──佐佐木康之兒童藏書票特展」，筆者

也就義不容辭地協助此次特展的推廣活動，包括：藏書票講座──

「除了藏書，還有票」、館內人員的研習及實作、成人合羽版藏

書票實作、親子樹脂版藏書票製作等活動，希望為臺灣藏書票推

廣教育盡微薄心力。

書票講堂：除了藏書，還有票！

首場講堂於7月18日舉辦，邀請民眾「了解藏書票」。此次講

座的重點放在：甚麼是藏書票、藏書票的歷史淵源及發展、臺灣

藏書票發展、藏書票常用的題材、藏書票裡隱藏的圖像意義及收

藏家與藝術家之間的對話。希望藉由此活動能引起小小的漣漪，

除了認識藏書票之外，也可將藝術帶入生活、帶入讀書的氛圍。

館員學堂：淺談藏書票╳手作工作坊

臺灣文學館因為日本書票界兩次慷慨的捐贈，其館藏的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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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康之藏書票特展從兒童

文學書房起跑，推廣活動的規

劃更是讓大小朋友認識藏書票

的重要契機。

文───黃森灥　臺灣木口木刻藝術家　　

攝影──蔡佩玲

成人組的「手作工作坊：來作藏書票」，示範說明合羽版的製作方式及套色過程，

清麗淡雅的合羽版書票更是適合女性的創作方式。

「書票講堂：除了藏書，還有票！」藉由介紹藏書票

的歷史及由來，探討藏書票的創作及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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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組隊，幼稚園及國小的兒童（4歲至小一）及

父母一同參與，更有外地來臺南旅遊臨時加入的小

朋友及大朋友，是相當熱鬧的一次手作研習。因應

兒童年齡差距大，掌握技巧的能力也不同，時間也

有限制，無法製作難度高的版畫，所以選擇簡易的

凸版──樹脂版。其好處在於版材容易取得、容易

刻製、不同年齡層可以選擇適合的工具來完成製版

的工作及印刷。

在研習的過程中發現，現在的父母都可以不去

干預也不會把自己的主觀想法強灌輸給孩子，現場

只看到愉快地玩版畫的小天使及守護者，這是可喜

的現象，顯見教育理念在最近幾年是進步的。

一場藏書票講座、一場淺談藏書票加手作、

兩場成人手作、兩場親子組手作，推廣活動的時間

從7月18日至8月15日推出，籌備時間更往前推到5

月份，這其中要感謝佐佐木先生的捐贈、張傳財先

生的促成及聯繫，更要感謝主辦的蔡佩玲小姐細心

的規劃、準備與付出，才能使推廣活動有圓滿的成

果。還要感謝默默幫忙的實習生鄒妮廷及志工，讓

活動變得輕鬆許多。

絕大部分參與活動的學員對藏書票及版畫都是

陌生的，都是懷著好奇心來參加推廣活動。看著大

家從開始的緊張到逐漸放鬆到興奮的過程，對講師

來說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尤其當小朋友拎著剛印刷

出來的作品，臉上帶著不可思議的笑容時，身邊的

父母、老師會自然感染到那幸福。

期待小種子的發芽⋯⋯

票數量及藝術價值可說全臺官方單位之冠，這是臺

南人的福氣，這對日後臺灣藏書票教育及推廣應是

重要資源，期盼館方能將這書中的珍寶展現在愛書

人面前，並能讓這書中的寶石熠熠生輝。故此次學

堂主要針對館員及志工，介紹藏書票及藏書票的製

作過程。

手作工作坊：來做藏書票（合羽版）

藏書票是由版畫印製出來，而版畫手作研習

困難之處在於場地及設備，若這兩個條件無法配合

時，就只能選擇簡易型的版種。此次成人藏書票手

作體驗選擇合羽版，主要是它不需要寬廣的場地及

專業的設備、省水省顏料、容易製作、色彩典雅、

臺灣少見而且容易應用於平常生活。但因合羽版屬

日本型染版，其原始材料都須向日本採購，為了方

便在地推廣，所有材料都分正式版及改良版，學員

若有興趣持續製作，只要找到代用材料便能輕鬆完

成作品。兩個半小時的課程，學員從不懂版畫的陌

生感到意猶未盡地拎著作品拍照。相約今年要互寄

聖誕卡，是一次相當成功的手作研習。

手作工作坊：來做藏書票（樹脂版）

教育要從根做起，佐佐木康之藏書票特展從兒

童文學書房起跑，讓小朋友從認識藏書票再跨入書

的浩瀚世界，這是對的選擇。而手作推廣活動正可

以補足兒童對版畫及藏書票的好奇心，也可加強版

畫教育及藏書票教學不足的缺口。此次工作坊邀請

「手作工作坊：來作藏書票」，親子一同進行樹脂版的藏書票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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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