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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雜街區裡的粉黃老屋

那日在濛濛細雨中，走過一條曲折的小巷弄，在

最旁邊的角落，站著一棟外牆粉黃色的老屋，這就是

江蕙如（江小A）的工作室，尋覓的過程就像是跟著

一蹦一跳的彼得兔穿越過森林小徑，回到溫暖的家。

一見到江蕙如，就被她臉上掛著的溫暖笑容融化

了，她熱情招呼著，邊說稱她小A就可以了，邊準備

著招待的茶水，也見識到她泡咖啡時的專注神情和不

輸給專業咖啡師的架式。她笑著說，每天到工作室的

第一件事就是先當貓奴，接著就是幫自己泡杯咖啡，

這樣才算是一天的開始，如果缺了一個環節，就會覺

得全身不對勁，失去工作的動力，而咖啡對她來說，

就像是工作時需要的能量來源。

一切準備就緒後，江小A領著我們上樓，來到她

的個人工作室，站在門口向內看，右手邊有一整面貼

著《河童禮》圖稿的牆壁，牆上靠著一面全身鏡，房

內的書櫃上擺放著許多藝術類書籍，角落內側是一張

非常高的桌子和椅子，還有離工作桌有段距離的一臺

電腦螢幕和筆記型電腦。工作桌旁的小凳子上放著一

盆綠色植物，地上放著貓咪「噹噹」的飼料和水盆，

房間向外的門邊放著一個小巧的水族箱，裡面的小魚

正隨意游動著，推門向外就是一個大陽臺，整個工作

室的顏色就像是淡淡的色鉛筆塗鴉，但卻流露出濃厚

的溫馨氣息，也像是江小A所傳達出來的溫暖感受，

這種暖暖的情緒流動也能輕易地在她的作品中發現。

看著超過江小A半身高的桌椅，不禁納悶這樣該

江小A在不斷地嘗試融合東西方畫法後，逐漸發展出自己的專屬風格。於是，很開心能夠看到《河童
禮》中的溪邊石塊及《雪地和雪泥》的樹林、河流，融合中國國畫的皴、擦、點、染筆法和乾、濕、

濃、淡、虛、實的技法，在西方的寫實畫法中融入東方的寫意畫風，可見在創作的路上，她積極探索

自己的可能性，朝著成為一位具自我風格的插畫家邁進。

江小A的童心世界
趣繪人生

文───游淳詔　研究典藏組

攝影──王麗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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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工作時，她像是看穿內心疑惑似的，便開口說，

其實她現在都是站著工作，椅子只是提供她站累時可

稍作休息之用。因為之前一直維持坐姿繪圖，長期累

積下來，脊椎已不堪負荷，所以只能選擇以站立的方

式工作，避免再增加脊椎的負擔，這也算是種職業

傷害吧！江小A邊解釋也親自示範如何站著繪圖，看

她熟練地切換不同的電腦螢幕，邊使用手繪板繪製圖

像，她說因為現在習慣以電腦進行創作，所以一臺螢

幕主要是開啟繪圖軟體進行創作，而另一臺筆記型電

腦則是用來查詢繪圖時所需的參考資料。 

貼滿一整面牆壁的禮物

我們好奇的眼神被一整面貼著《河童禮》圖稿

的牆壁吸引了！江小A微笑地說出為甚麼會將圖稿貼

滿整面牆壁的理由。原來是，在進行繪本創作時，她

會根據文字內容畫出適合的圖像，繪製完成後為了確

認每個繪製頁面的顏色色調、主人翁形象、故事走向

等，為避免出現前後不協調的情況，才會將繪製完成

後的草稿輸出，張貼在牆壁上，方便進行比對、確認

和修正。看著牆壁上的圖稿，雖然還未搭配文字，但

已經具有滲透人心的力量，讓觀看者即使只看著圖

樣，也能夠說出屬於每個人的心裡故事。

江小A說著創作《河童禮》時發生的小故事，她

為了創作繪本，特地拜訪作者傅林統先生，聽著原

作者說故事，就像聽《河童禮》中的爺爺說故事，

邊聽邊在腦中模擬畫面。過程中，她和傅林統先生

針對人物細節進行確認，例如那年代的小女孩穿著

樣式，先前查詢得到的資料是下半身穿著制服裙，

但和傅林統先生詢問後得到的回覆，是類似燈籠短

褲樣式的裝扮，整體穿著就像《螢火蟲之墓》裡面

的小妹妹一樣。

在《河童禮》的創作歷程中，江小Ａ說她花費

許多時間在考據上，不僅是服裝、人物肢體，還要讀

歷史和地理，例如繪本中有關桃園大漢溪上游發源地

的河川名和它們的地理位置，她說求學時期從沒聽老

師在課堂上說起，以前所讀的課本裡也沒提過，對她

來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除了資料的考據，在

構成繪圖的元素，江小Ａ也參考了來自父親的童年記

江小A述說《河童禮》的創作過程。

江小A的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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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她常聽父親提起小時候在宜蘭生活的點點滴滴，

放學後在家門前的野溪裡撈魚抓蝦，清澈見底的河水

是孩子們最愛的天然遊樂場。江小Ａ從兩位長輩的故

事裡，逐漸拼湊出那時代的生活景象，透過她的畫

筆，重現那自在悠哉的鄉村景致。

 

全視線的動物擬人化

這時「噹噹」突然默默地出現在腳邊，將我們

從日治時期的《河童禮》拉回到另一本江小Ａ的創作

──《雪地和雪泥》，這兩本完全不同的繪本，一本

是述說童年時光的《河童禮》，另一本則是描述動物

之間的深厚友情。江小A說，從小就覺得自己所見到

的任何動物都是人，存在著不同的個性，有各式各樣

的情感，對所處的環境會有許多疑問。因此當她在創

作《雪地和雪泥》時，會想像自己是雪地或是雪泥，

朝著鏡子模擬姿勢，再對照自己在鏡子裡的影像進行

創作，她笑著說畫完《雪地和雪泥》後，自己的手已

經能配合各種需求，扭出不同姿態。

動物對江小A來說，並不陌生，可以說是非常親

暱的朋友和家人，她從小就生活在被動物包圍環境

裡，兔子、貓咪、魚都曾在她的生命歷程中留下記

憶。粉黃色的老屋旁有一座父親自行建造的魚池，裡

面飼養著四、五隻壯碩的錦鯉，她說小時候家裡還有

另一個魚缸，裡面養著兩隻金魚，常在放學回到家

後，放下書包就往魚缸奔去，純真的她認為金魚是在

海裡生活的魚類，為了讓兩隻金魚回到大海時能適應

海洋的潮汐，她擺動著小手在魚缸內自製波浪機，一

邊唱著「白浪滔滔我不怕」，自行訓練兩隻小金魚，

兩隻小魚也在這一波波的浪潮裡載浮載沉，有時還因

此跳出魚缸自求了斷，但都被她救起放回魚缸。這兩

隻金魚的生命，卻未斷送在她手裡，而是有次江小A

的父親在清洗魚缸時，將兩隻金魚暫時放到屋外的魚

池，想當然爾，兩隻小魚的下場就是淪為錦鯉們的點

心，這件事讓她難過了非常久。

所以《雪地和雪泥》的創作和《河童禮》比較之

下，可以說是相對輕鬆許多，也因為常對所有動物進

行擬人化，江小A自嘲自己就像長不大的小孩，永遠

用孩子的眼睛看身邊的世界，但這也是她能從事插畫

創作的天分吧！

探索創造個人獨特風格

江小A曾任職於《天下雜誌》，是位專職的美

編，作品散見於《天下雜誌》的系列刊物中，如《小

天下》、《天下雜誌》、《親子天下》等，創作範圍

廣泛，財經、健康、兒童、親子都是她的工作範疇，

但隨著需繪製的工作項目越來越繁雜，題材的範圍變

廣了，但創作的深度卻明顯降低許多，她發現自己的

不足。原本以西洋美術為主要創作的她，想到了曾經

學過的傳統國畫，潑墨山水的意境，也許能幫助她突

破瓶頸，開啟一片新天地。

在求學時期，沉浸在美術的養成教育中，奠定她

繪畫的基本功。任職雜誌出版業期間受到的磨練，更

加增進她的基本功和溝通能力，例如輸出草稿圖樣，

方便後續比對，更加拓展自己創作的範圍廣度，提升

抗壓力，這都是任職於出版業時獲得的經驗。這些經

歷也成為江小A創作的養分，在不斷精益求精的創作

路，獲得來自各方的幫助，離開雜誌出版業後，終於

在2013年完成第一本獨自創作的繪本──《太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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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力量》，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契機，也是一個全新

的體驗。在此之前從未有過自己獨力創作一本書的機

會，而第一次的成果頗受好評，這對她而言無疑是個

定心丸，亦更加確定自己的方向。

江小A在不斷地嘗試融合東西方畫法後，逐漸發

展出自己的專屬風格。於是，很開心能夠看到《河童

禮》中的溪邊石塊，以及《雪地和雪泥》的樹林、河

流，融合中國國畫的皴、擦、點、染筆法和乾、濕、

濃、淡、虛、實的技法，在西方的寫實畫法中融入東

方的寫意畫風，可見在創作的路上，她積極探索自己

的可能性，朝著成為一位具自我風格的插畫家邁進。

訪談小插曲

一見面，江小A就迫不及待地和我們分享一個小

故事。她說總是有人問起，為什麼妳的簽名不是本名

江蕙如，也不是筆名江小A，而是一隻兔子加上Ball

的英文呢？她說這是為了紀念她養的第一隻兔子「球

球」（江小A用很可愛的發音念著）。「球球」是她

用存了很久的零用錢在夜市買回來的兔子，剛帶回來

的時候，全身圓滾滾的就像一顆小球，所以命名為

「球球」。她還記得那一天為了整理房間，所以暫時

將「球球」移往房外的陽台，因為冬天的太陽照得人

暖呼呼地，不知不覺就睡著了，矇矓中聽到刺耳的吱

叫聲，她不以為意，認為是窗外鳥兒們的吵鬧叫聲，

沒想到聲音越來越急促，她猛然驚醒，心想該不會是

「球球」吧！奔到陽台一看，發現「球球」正不斷地

抽搐著，水也無法喝下，緊急帶往醫院，才知道是在

戶外待太久，未及時補充飲水，導致「熱痙攣」，可

惜發現的時間太晚，已經回天乏術。因為是自己的疏

忽，害「球球」白白喪送性命，所以江小A決定將自

己的簽名，畫成兔子並附上「球球」的英文，做為永

遠的紀念。第一本自己獨力完成的作品《太陽的神奇力量》。

江小A獨具紀念意義
的簽名。



48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03  NO.50



49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6.03  NO.50

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