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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每一個人都喜歡聽故事 1」，因為，「故事具有強大的力量。2」（李崇建，

2011） 

我們是四位喜歡閱讀故事的小孩。在決定小論文的主題時，我們想要研究花

蓮的作家。但是有名的花蓮作家所寫的都是適合成人的，像是詩人楊牧或是陳黎。

那有沒有兒童文學作家，是花蓮土生土長的呢？我們無意中在網路上找到作家張

友漁的資料，他所寫的故事深深吸引我們。張友漁恰好是花蓮玉里人，於是我們

就決定以他的作品來做為小論文的主題。 

張友漁從自然中尋找靈感，也關懷弱勢，想要打破社會的刻板印象。他寫出

一篇篇生動有趣、膾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寫童書，他也創作許多劇本，內容簡單

易懂。我們的研究目的就是去探究張友漁的創作風格，並了解他如何描寫大自然。

因為他從小在花蓮自然的環境中成長，他一定從大自然中找到了許多寫作的靈

感。 

我們有兩個研究問題：1. 張友漁如何描寫大自然？ 2. 張友漁寫作的風格

和他在大自然中的成長經驗，有什麼關係？我們透過訪問張友漁，還有分析他作

品的方法進行探究。研究結果可以讓大家更了解這位作家的創作風格，並且讓大

家了解張友漁從自然中尋找靈感的方式、描寫大自然的寫作方式，進而提供喜歡

閱讀及喜歡花蓮的人參考和學習。 

我們的小論文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一開始設定的問題後來有修正過，心路歷

程也從覺得好玩，變成辛苦和困難的工作，不但要看書、打字、寫札記、記錄資

料卡，還要耐心分析。不過，我們還是咬緊牙撐下去，因為大家都對我們有很高

的期望，而且和同學一起同甘共苦，學會團結、合作和相互幫助，是很好的學習。 

二、從大量閱讀到選定作品	

我們每個人先找一些張友漁的書來讀，我們讀了《西貢小子》、《悶蛋小鎮》、

                                                       

1 李崇建，《作文，就是寫故事：故事核心式創意作文術》，頁 62。 
2  同註 1，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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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鼠大冒險》、《野人傳奇》、《我的爸爸是流氓》、《喂，穿裙子的》、《砲來了，

金門快跑》，但這些書的主題和大自然比較沒有直接關係。我們最後選定的是有

五本書《再見吧，橄欖樹》、《長鬃山羊的婚禮》、《迷霧幻想湖》、《戰馬追風》和

《虎哥重回森林》。因為《虎哥重回森林》比較著重在劇情，大自然的描述不太

多，所以又加了一本《戰馬追風》。雖然之前閱讀的許多作品並沒有列入分析，

但張友漁在作品中關心刻板印象及環境保護的問題，讓人印象深刻。 

三、主要分析的書本介紹	

（一）《迷霧幻想湖》：卡都里部落頭目打獵失蹤九個月之後，由 11 歲的優

瑪暫時代理頭目的職位，部落也遇到了一些危機。這本書的場景是在山林裡面，

因此有不少大自然相關的描述。	

（二）《再見吧，橄欖樹》：這本書是改寫自張友漁的兒時記憶，呈現出他擅

於觀察的那一面，對大自然種種複雜的情感，這本也是所有書中最厚的。	

（三）《長鬃山羊的婚禮》：主角飛躍，是僅存的長鬃山羊，他的朋友即將發

生危險，但是洩漏天機要付出代價，身體的一部分會消失。可是飛躍非常的有義

氣，所以他願意用自己的身體來交換朋友。	

（四）《虎哥重回森林》：主角虎哥在森林消失之後，就被人收養，後來大家

都開始懷念起森林，虎哥耳朵裡也有一種聲音一直伴隨著牠。	

（五）《戰馬追風》：黏土馬追風和主人阿亮發現人類小孩的想像力嚴重退化，

於是一起前往想像世界解決問題。	

四、訪談作家	

張友漁在花蓮成長，後來因為工作緣故搬到了西部，現居高雄。我們原本想

到高雄拜訪他，但路途實在太遙遠，於是趁著張友漁老師回到玉里時，到玉里鎮

訪談。作家和我們分享看書的方法，他很關心大樹，知道要好好保護大自然的生

態。他在我們眼中是一位很開朗大方、幽默、很有想像力的人。這次的訪談內容

幫助了我們分析他的作品。那天原本要去看陪他成長的橄欖樹，無奈外面下著大

雨。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去探訪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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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我們請教專家，作品分析要怎麼進行？專家建議我們，可以用資料卡先整理

出張友漁「寫了什麼」大自然的事物，然後再分析他「如何寫」這些事物。 

（一）寫了什麼？	

我們先把這五本書中有描寫到大自然的部份，用立貼做上記號，接著用資料

卡，把這些段落的文字抄在資料卡上，我們完成了 66 張資料卡，不過後來在整

理卡片時，發現有 18 張雖然有提到大自然的事物，但卻不是真的在寫大自然。

例如，「一陣天旋地轉後，我們像一片樹葉那樣地飄落下來」3。這段不是描寫大

自然，而是在描寫追風和魚小章縱身躍下奇幻湖的感覺，卻用了大自然做為比

喻。 

剩下的 48 張卡片分類之後，發現在這五本書中描寫的大自然種類有：湖、

溪、森林、小花草、風、動物（包括了昆蟲）、四季（秋天）、陽光、天空、樹。

在畫完心智圖後，再把它們合併成五類。 

（二）如何寫？	

寫了什麼，好像比較容易歸納。但是到了「如何寫」，就很難描述了，我們

覺得張友漁寫得很好，但如果要「分析」，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專家建議我們

從修辭的角度來做分析，我們從修辭學的書（陳正治，2009），讀了每一種修辭

法，然後討論哪一種我們曾經在張友漁的作品讀過，最後篩選出五種修辭法。4 

                                                       

3  張友漁，《戰馬追風》，頁 137。 
4  陳正治，《修辭學二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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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摹寫：又叫做摹況，是用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1.

方式來抒發感受。5 

 譬喻：又叫做比喻，兩件事物中有類似的地方，用來比方。6 2.

 擬人：把事物當作人來描寫，是轉化法的一種；我們在課本曾3.

學過的是擬人法，比較熟悉，所以就用擬人法來分析。7	

 示現：示現是把實際上不見不聞的事物，說得如見如聞，好像4.

親身經歷。8 

 誇飾：用誇張的方法強調某個特徵，就是誇飾修辭法。9 5.

貳●正文	

我們發現，在五種修辭法中張友漁最常用在大自然書寫的是摹寫法，譬喻其

次。而在不同的大自然主題中，他也使用了不同的寫作方法。以下是我們的研究

發現： 

一、以摹寫法描繪大自然	

在這五本書中描寫到大自然時，張友漁用到最多的寫作手法是摹寫，其中摹

寫「天空、四季與陽光」，以及描寫「小花草、樹和森林」的最多；以作品來說，

出現最多在《再見吧！橄欖樹》（9 張），以及《迷霧幻想湖》（9 張）。他還用摹

寫描述了風（5 張）、動物（5 張）、水（3 張）。（詳表 1） 

譬喻，則是數量第二的寫作手法，共有 14 張，其中有近一半是和植物有關

的。出現最多的，是在《再見吧！橄欖樹》，14 張中就佔了 6 張。雖然這可能是

因為這本書字數較多，但他在這本書中表現了對橄欖樹很深的情感，所以用了許

多譬喻在植物的身上。 

第三是擬人法，《再見吧！橄欖樹》及《迷霧幻想湖》都有各 3 張，其中最

容易擬人化的是「植物」，不論是將橄欖樹當成了朋友，或是檜本化身為會說話

的精靈，都是張友漁對於周遭植物豐富情感的表現。 

                                                       

5  陳正治，《修辭學二版》，頁 106。 
6  同註 5，頁 11。 
7  同註 5，頁 29。 
8  同註 5，頁 52。 
9  同註 5，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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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兩種修辭法，分別是「示現」和「誇飾」，數量僅各有 2 和 1。在下表

中列出了我們的統計數字。 

表 1    各主題的修辭法統計表 

          主題 

修辭 

天空 

四季 

陽光 

樹 

小花草

森林 

(植物) 

動物  風  水  合計* 

摹寫  9  9  5  5  3  31 

譬喻  4  3  2  3  2  14 

擬人  4  4  0  1  1  9 

示現  0  0  2  0  0  2 

誇飾  1  0  0  0  0  1 

*  因為有些段落用到了不只一種修辭法，所以會有重複計算的情況。 

接著，我們就各個大自然類別做了一些歸納整理，分析出張友漁在不同主題

上的寫作特色。 

二、各個大自然類別的寫作特色	

（一）天空、四季與陽光	

我們在訪談張友漁時，他提到他小時候很靜，很悶的靜。我們猜想他常會望

著天空吧！他在描寫天空時，會讓人有一種彷彿景象就在眼前的模樣。「橘紅色

的夕陽墜入西邊的山頭，飛濺起一大片的紅霞  10」，像這樣的形容，用到了譬喻

和摹寫：「月亮高高的掛在天上，月亮從樹葉的縫隙灑下，碎碎片片地鋪在地上，

勉強可以照見行走的路線  11」。 

天空，每天都有變化，也和陽光呼應，反映出季節的不同面貌。秋天，「平

地剛剛入秋，氣候涼爽宜人，森林卻已經進入深秋…台灣楓香和櫸木已經換上彩

妝  12」。冬天「熟透的橄欖從高處掉落在鐵皮浪板上…是屬於冬天的聲音  13」。而

                                                       

10  張友漁，《再見吧，橄欖樹》，頁 74。 
11  張友漁，《迷霧幻想湖》，頁 154。 
12  張友漁，《長鬃山羊的婚禮》，頁 6。 
13  同註 10，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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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山羌的嚎叫和蛙鳴，彷彿正向山林發送氣候已悄悄轉變的訊息，夏天就

快要結束了。  14」 

而張友漁擅長藉由寫景，喚出感受。「晨曦驅散了卡嘟里山區的濃霧，卡嘟

里部落籠罩在金色的陽光中，顯得寧靜而幸福。15」而「陽光偶爾從樹梢縫隙篩

下，金黃色的塊狀太陽像碎花布般的鋪在山徑上」16，將陽光譬喻成碎花布，多

麼有趣！張友漁就是這麼有想像力！ 

（二）小花草、樹和森林	

張友漁很愛樹，他在訪談時告訴我們，因為不能對不起樹，所以他在寫作時

都會問自己有沒有浪費紙，要求自己的寫作品質。一片森林，對張友漁而言，「可

以聽見風的狂嘯、土地脈搏的跳動，有青草的芳香、悅耳的蟲鳴、鳥叫，還有你

想像不到的自由自在。17」真正的森林，成了他寫作的泉源。 

他寫樹葉、寫樹的種子、寫樹的作用，也寫老虎站在樹被砍伐殆盡的山坡上，

令人感覺憂慮的心情。「老樹搖搖樹梢回應，幾片枯黃樹葉用一種曼妙的舞姿飄

下。」18 

同樣是擬人法，他把植物們比喻成人一樣，清早起來都要洗臉：「森林裡的

植物們，用一整晚蒐集來的晶瑩露珠，清洗了臉頰，迎接美好的一天。  19」還

有呀，「淡黃色的花朵一串串的像小精靈的裙襬，迎著風搖擺舞動，連我自己看

的都沉醉了。20」樹葉在他的筆下，好像有了生命。它們落在溪中，「開始一段

漫長的隨波逐流的旅程。21」 

而種子來到橄欖樹旁，並不是一個意外，而充滿了想像的可能性，也許是「蓬

尾巴留給老樹的禮物」，也許是小鳥帶來的，也可能是孩子們爬到老樹上吃龍眼

                                                       

14  張友漁，《迷霧幻想湖》，頁 129‐130。 
15  同註 14，頁 224。 
16  張友漁，《再見吧，橄欖樹》，頁 22。 
17  張友漁，《虎哥重回森林》，頁 48。 
18  同註 17，頁 49。 
19  張友漁，《長鬃山羊的婚禮》，頁 41。 
20  同註 16，頁 152。 
21  同註 14，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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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邊吃邊吐子，或是「松鼠準備冬藏卻藏到忘記了」。22 

種子沒有腳或翅膀，但它的旅行是如此神祕的存在。換成有腳或有翅膀可以

自由移動的動物，就更成了生動的寫作題材。 

（三）動物 

張友漁描寫大自然的時候，使用了許多的摹寫技巧，生動地傳達了細微的變

化及景緻。他在訪談時，談到他可以我們發現，有一種修辭手法，在張友漁的《戰

馬追風》中曾使用到，但在其他的作品中沒有出現到的。這個手法叫做「示現」。 

《戰馬追風》的主角不是真正的馬，是一匹想像的馬。因為讀者是人，不是

馬，要把馬兒所看到的，讓人可以感受到，這就是「示現」這種寫作手法要做的。

示現是為了要將讀者的不見不聞，搬到讀者眼前，讓人彷彿親身經歷般。「我拍

動耳朵，飛越一座又一座的城市，一個又一個的小村落，跑過森林、荒野與冰河。
23」同樣的，當黏土馬到了真實的世界之中，追風的感受是「整個世界變得好高

好巨大 
24」！ 

除了示現外，他述說蜘蛛網的晶瑩剔透，也十分寫實。雖然我們把它歸類為

摹寫和譬喻，但它將一般人不容易去觀察的蜘蛛捕食，鮮活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網上掛著一顆顆晶瑩的小水珠，在晨曦中閃爍著亮光」，而小蝴蝶不小心誤闖

了蛛網，「震落掛在蜘蛛網上的水珠，水珠打在蜘蛛的身上，蜘蛛醒過來，慌亂

的撲向受困的蝴蝶」。25 這種手法也很像示現呢！ 

而同樣是在描寫動物，還有一段讓我們深受感動，是《再見吧，橄欖樹》裡

描寫老鷹抓走了小雞，母雞傷心的樣子：「牠將咯咯聲拉得長長的，戰戰兢兢地

守護著剩下的五隻小雞。26」這種對細節觀察入微的能力，來自張友漁的耐心。

他在訪談中提到，他很能獨處，也有耐心，可以蹲在路邊觀察稻穗半小時，或為

了看清楚蚱蜢，而去逗弄牠，看牠的鐮刀腳從哪裡舉起來，即使手被劃傷了也沒

關係。 

                                                       

22  張友漁，《再見吧，橄欖樹》，頁 226‐227。 
23  張友漁，《戰馬追風》，頁 153。 
24  同註 23，頁 37。 
25  同註 22，頁 225。 
26  同註 22，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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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風	

風的的描述包括了一陣風、清風、風聲和狂風，囊括了風的不同面貌。作家

寫清涼的風，用摹寫法：「風裡夾帶著一股清甜得讓人想微笑的花香  27」。接著

使用了譬喻，讓我們感覺到一陣風：「空曠的草地，一陣陣的風像海浪般一波的

吹湧過來  28」。 

那狂風呢？「狂風怒吼著，群樹搖晃著，努力與狂風對抗。29」而風雨來臨，

「太陽終於被烏雲吞噬了，天空彷彿下墜了幾公尺，彷彿敵方派來打探消息的小

兵，匆匆轉一圈就走了。30」敵方派小兵來的那一句明顯運用了擬人法。 

（五）水	

《再見吧，橄欖樹》中六悅的妹妹七寧差點被溪水沖走  31。水是大自然不

可缺乏的一環，但七寧差點喪命，六悅因此自責不已。生長在大自然裡的張友漁

很明白大自然的兩面，所以他也欣賞著溪的自由。他寫：「溪水晶瑩清澈，一路

衝過森林，穿越部落，然後熱鬧歡騰的奔向大海。32」   

張友漁藉由長鬃山羊飛躍，表達了他對溪的感受：「聽著溪水流動的聲音，

可以讓心沉靜下來，然後可以思考很多事。  33」飛躍也在溪邊，聽「淙淙的水

聲」，讓「溪流衝撞溪中石塊而飛濺的細小水花打在臉上」。34  這兩個都用到了

摹寫的技巧。 

參●	 結論	

我們發現張友漁能把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景象，以創意和生動的方式摹寫出來，

讓人發現大自然的特殊之處；也會把平實無趣的東西寫得很有味道，用譬喻法搭

起橋樑，讓身為小讀者的我們很想一讀再讀。他寫了許多天空、陽光和四季的自

                                                       

27  張友漁，《迷霧幻想湖》，頁 235。 
28  張友漁，《虎哥重回森林》，頁 75。 
29  同註 28，頁 73。 
30  張友漁，《再見吧，橄欖樹》，頁 180‐181。 
31  同註 30，頁 193。 
32  張友漁，《迷霧幻想湖》，頁 26。 
33  張友漁，《長鬃山羊的婚禮》，頁 47。 
34  同註 33，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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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變化，也喜歡寫小花小草和樹木。他在山上長大，作品最有想像力的部份也都

是在山上，像《迷霧幻想湖》就是。李崇建（2011）認為現代孩子較少和大自

然接觸，「感知的能力也狹小了」35。張友漁的書可以喚起我們感知的能力，讓

生活在花蓮的我們，想要好好地觀察周遭的大自的環境，培養自己寫作的能力。 

廖冬日（2011）研究國內少年小說時，把張友漁列為前 13 名重要的少年小

說作家之一 36，但是我們的同學卻很少人聽過張友漁這位作家，大家現在都比

較喜歡看漫畫。在訪談張友漁時，他提到出版社覺得「樂讀 456」系列賣得不好，

所以他原本要寫的「動物狂想曲」有十二生肖十二種動物，最後並沒有全部完成。

中低年級讀者的「閱讀 123 系列」賣得很好，給高年級看的「樂讀 456」卻賣得

不好 37，可見許多人到了高年級就變得不愛看書；書賣得不好，出版社便不願

意再出版適合高年級閱讀的好書。像我們研究的《再見吧，橄欖樹》文字很多，

會讓人卻步，但如果不怕字多，就會嚐到甜美的文字果實。 

蔡明原（2012）評論《再見吧，橄欖樹》，說「作家想要跟大家分享愛上一

棵樹的幸福，而每一次的回歸、每一次的想念都是一趟尋思的旅程。 38」一位

作家要花費許多的心思才能寫出一部好作品，而每一部好作品，也帶著讀者走進

這一次次的旅程之中。我們希望藉由小論文的探究，讓大家能了解張友漁這位作

家，特別是我們花蓮人，對於花蓮的作家應該要有更多的認識。生活在這樣美麗

的自然環境中，能夠從大自然中獲得靈感來寫作，是對大自然最好的感謝。 

肆●引註資料	

一、張友漁作品	

張友漁，《迷霧幻想湖》（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6）。 

張友漁，《虎哥重回森林》（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1）。 

張友漁，《再見吧！橄欖樹》（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2）。 

張友漁，《長鬃山羊的婚禮》（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2）。 

張友漁，《戰馬追風》（臺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13）。 

                                                       

35  李崇建，《作文，就是寫故事：故事核心式創意作文術》，頁 64。 
36  廖冬日，〈臺灣少年小說出版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學數位

碩士在職專班，2011）。 
37  「閱讀 123」和「樂讀 456」是親子天下雜誌出版公司的系列圖書。「動物狂想曲」系列

屬於「樂讀 456」。 
38  蔡明原，〈尋思的旅程，家鄉的回望：閱讀張友漁與「再見吧!  橄欖樹」〉，頁 44。 



從自然中尋找靈感的張友漁 

10 

 

二、專書	

李崇建，《作文，就是寫故事：故事核心式創意作文術》（臺北：聯合文學出版

社，2011）。 

陳正治，《修辭學二版》（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三、期刊論文	

蔡明原，〈尋思的旅程，家鄉的回望：閱讀張友漁與「再見吧! 橄欖樹」〉《全

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68 期（2012.12），頁 40-44。 

四、學位論文	

廖冬日，〈臺灣少年小說出版發展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

學數位碩士在職專班，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