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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帶了好多繪本給大家看，其中有一本《上城，我

的家》老師說，這繪本一看就知道是在美國的紐約，因為繪本裡面的景色是

她去紐約時就曾看過的樣子，這讓她想起在紐約的許多事物。接著老師又

說，以前她看過一本《林田山之旅》的繪本，她也很有感覺，因為那是她很

多年前第一次到花蓮時，看到林田山，馬上就被它的美給吸引。繪本的魔力

好大喔! 如果可以畫一本屬於吉安的繪本那該有多好! 因為我們在吉安鄉

長大，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自己的家鄉到底長什麼樣子，有什麼特色是值得我

們好好去了解的。所以希望這次我們創作的繪本，除了可以對土生土長的環

境有更多的認識之外，還可以讓許多的人看到吉安的美，了解吉安的好。或

許這就是我們國中生能運用自己擅長的繪畫來表達對家鄉的情感吧! 

 

二、 研究目的 

(一) 希望能蒐集吉安鄉的人文特色，進一步了解自己土生土長的環境。 

(二) 透過了解吉安鄉的人文特色後，轉化自己的理解，以進行繪本創作。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創作研究方法，透過網際網路蒐集吉安鄉的歷史文化、到現

場拍攝景點照片、人物面對面訪談，進一步發現吉安鄉具有人文特色的景

點，以作為說故事的題材。藉由參考全國博碩士論文網，繪本以及繪本創

作相關研究，將故事依序做成段落的分鏡，接著故事圖片畫上草圖，同時

在另一旁寫上故事的文字範圍，變成繪本腳本。再以彩色筆加上水彩畫、

水性色鉛筆以及廣告顏料混合搭配作為繪圖的基礎，完成繪本故事插圖，

並且掃描成電子檔。每張繪圖置於左頁，右頁則是文字敘述的位置，最後

列印繪本作品。 

 

 

 

 

 

 

 

 

訪問阿美文化村許姓負責人 訪問繪本創作家邱凡芸教授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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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流程 

 

 

 

 

 

 

 

圖一 : 研究流程圖 

(研究者自繪流程圖) 

 

貳●正文 

 

一、 文獻蒐集整理 

 

 

 

 

 

 

 

 宮前咪野麥 

 

因為附近有一間神社，故稱「宮前」臭豆腐，而宮前

的日文發音即「咪野麥」，成立於民國 35 年，有七十

多年的歷史，是吉安鄉在地人家喻戶曉的老店，炸臭

豆腐的口味很特別，韭菜花灑在臭豆腐上，並且淋上

濃郁的蒜醬，一旁還搭配泡菜。原為 80 多歲的老太

太經營，後來因中風才由兒子接手經營。 

 

 

 

 

 

 

慶豐冰店 

 

慶豐冰店是吉安鄉歷史悠久的在地老店，創立於民國

37 年，早期以阿摩尼亞製冰機生產清冰，枝仔冰，民

國 61 年，林美珠從公公鄭得手中接下冰店，現在則

交棒給女兒們負責。店內有擺設早期留下的製冰機、

打彈珠台以及古董傢俱，每年賣冰的時間是從 3 月到

10 月，11 月到 2 月暫停賣冰。冰店的芋頭冰很有名，

因為吉安剛好位在木瓜溪與花蓮溪合流的平原，地質

肥沃，加上氣候溫和，所以盛產芋頭。 

 

 

 

 

 

 

吉野神社 

 

吉野村為明治 43 年開闢的日本移民村，是日本在臺

推行的第一座官營移民村。日治時期吉野劃分為「宮

前」、「清水」及「草分」等三座移民村，吉野開村記

念碑就坐落在宮前的正前方(現在的慶豐村)。由於當

時沒有神社，台灣總督府遂在吉野村宮前部落取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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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五分地興建神社，滿足居民宗教信仰的需求。吉野

開村記念碑的碑體上還有當時台灣總督中川健藏所

提的「拓地開村」字樣。 

 
吉安慶修院 

 

1908 年七腳川事件後，日本人來此開闢移民村，移民

大多來自日本四國德島縣吉野川沿岸，於是就改為

「吉野」，1917 年，川端滿二在此募建這座真宗高野

原的「吉野布教所」，它除了是日人的精神信仰中心

外，並具備了醫療所、課堂室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多

種功能。寺院內 88 尊石佛象依序排列，據說遵循空

海大師的遺規行遍日本四國島上 88 所寺院請回，讓

信徒就近參拜，免除奔波之苦。臺灣光復後，改為「慶

修院」，民國 86 年公告為縣定古蹟。 

 
蓮城蓮花園 

 

民國 83 年創辦蓮城蓮花園，與母親、姊妹共同經營，

於 85 年轉型為休閒農場，開放觀光。以種植蓮花為

主的農產品，生態保育不用農藥，改用有機肥料栽

培。這裡的蓮花不僅只在夏天開放，而是全年盛開。

園區主人郭昭安由花蓮農技農場經營科畢業，園區內

70 多種蓮花，是園主 18 年來繁殖配對的成果。為了

不讓這座花園太商業化，即使有自製產品可供銷售，

園主也不主動推銷，只有熱心分享蓮花栽種的相關知

識。 

 

 
楓林步道 

 

早期是福興村山邊的產業道路，整條路大部分種了楓

樹，故名楓林步道，全長 3.4 公里，適合騎車、開車、

步行。楓林步道沿途共設置 6 座觀景台，海拔約 300

至 400 公尺，單程步行時間約為 2 小時，步道坡度緩

和，行走不費力。沿線均可眺望阡陌縱橫的吉安鄉全

景，俯瞰整個花蓮平原及海岸山脈北側，步行時除了

可以欣賞沿途種植的杜鵑、花丁子(又名炮竹紅)、油

桐花與馬櫻丹等花草植物，還能體驗森林之美，吸收

芬多精，豐富多樣性的林相、鳥類、昆蟲以及植物。 

 

 
七腳川事件紀念碑 

 
七腳川事件發生在 1908 年 12 月 13 日，日本殖民政

府設「隘勇線」並徵用南勢阿美族人防範太魯閣人，

http://hl.okg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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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腳川社隘勇 19 人因勞役不公和薪資問題，與日人

發生衝突，拒絕勞役並潛入山區，日人藉七腳川社有

抗日意圖，發動大批警察圍剮，引發部分社人長期盤

據山區與日警對抗，到民國 3 年才平息，但奇萊平原

上最強大，且具有 400 多年歷史的七腳川社卻遭滅社。 

2012 年 3 月 10 日在吉安溪大山橋旁舉行七腳川事件

紀念碑立碑典禮祈求祖靈保佑部落和族人不再遭受

天災人禍。 

 
勝安宮 

 

臺灣王母娘娘信仰的由來，始於 1949 年 6 月 13 日凌

晨，據說王母娘娘的神靈突然蒞臨花蓮縣吉安鄉，降

於小木屋內蘇烈東之身，後來一再地顯靈拯救眾生，

幾乎有求必應，從此為之轟動。 

王母娘娘信仰起源 

1.台灣信奉的女神中，除觀世音菩薩、媽祖外，西王

母的信仰是另一大宗，而其信仰淵源正來自於花蓮縣

吉安鄉內兩座並立的勝安宮和慈惠堂。 

2.1950 年，因信徒分化成兩派，而在王母娘娘顯靈地

的兩側，分別建立了勝安宮與慈惠堂，王母信仰從此

在臺灣傳開。二次大戰之後，以王母信仰為核心的民

間教團，擴張速度很快，成為臺灣民間新興的宗教力

量，至今已有六十多年歷史。 

 

 

 

 

 

 

 

 

 

 

 

 

 

客家民俗會館 

 

客家民俗會館位於台九線公路旁的南埔公園，於 95

年 5 月份起啟用，期間辦理許多藝文表演活動以推廣

客家文化，提供藝術展場地展覽，介紹客家文物，園

內環境有木構長廊、石雕藝術等，不同於傳統公園的

風貌。 

花蓮縣客家民俗會館內有義民堂，義民堂的起源是為

了表揚義勇軍平亂有功，乾隆皇帝特別頒給泉籍義民

「褒忠」、漳籍義民「思義」、平埔族義民「效順」等

匾額。每年的十一月九日地方民眾就會舉行節慶活

動，稱之為義民節，但是為了配合中元普渡，而將此

一節慶活動改至農曆七月二十日舉行，後來由政府明

定此日為義民節。 

 

 

 

 

 

 

阿美文化村 

 

民國 54 年花蓮縣議員林春媖與許本碇夫婦為了宏揚

阿美族人而召開族人會議，並由李基明校長提供私有

土地設立，也提供阿美族人就業機會。現今已有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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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歷史，每天下午 5:30 為固定表演時間。 

早期阿美文化村的舊址在宜昌國小附近，後來因為一

場大火，才遷移到現在的吉安鄉南濱一帶。根據老闆

娘的回憶，阿美文化村是以阿美族的舞蹈而聞名東南

亞，常受邀到日本表演，為原住民帶來許多工作機

會。但昔日的風光不在，只有靠固定的外國觀光旅行

團到此欣賞阿美族的舞蹈。為了能繼續經營，許多傳

統的文化都面臨創新與守舊的問題，阿美文化村也必

須適度朝向這方面努力，才能繼續走下去，否則經營

不易。 

表一 吉安鄉景點歷史背景整裡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 

資料來源：網路蒐集與面對面訪談 

二、研究器材 

    使用工具: 畫圖紙、筆、彩色筆、水彩筆、水彩顏料、水性色鉛筆、廣告 

              顏料、調色盤、電腦、手機、故事段落分鏡學習單。 

 

三、研究結果 

封面 

 

 

 

 

 

 

作者: 鄭詩琪  /  繪者: 黃姵妤 

主編: 徐美雲 / 林素葉 

 

 

 

 

 

 

 

 

 

有一天，有個外星人叫做麥斯，因為太空船發生故障，

只好緊急降落在花蓮吉安鄉的宮前咪野麥旁。 

「嗯，這個味道是從哪飄來的啊?」 

麥斯跟著味道來到了宮前咪野麥的店門口。 

「這麼巧，知道我肚子有點餓，那就來點特別的吧!」

麥斯走進店內，臭豆腐的氣味，讓麥斯露出驚訝的表

情。 

 

 

 

 

 

 

 

吃完了一整盤的臭豆腐之後，感覺有點渴，「吃個冰好

了，這裡最近的冰店是哪家呢?」麥斯馬上查了一下他

的神奇地圖。天啊！就是斜對面的慶豐冰店，這個安排

也太完美了吧！麥斯悠哉的走到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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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斯一看到店門口有台老舊的腳踏車，還有打彈珠台，

十分地好奇。但他更迫不及待的想吃芋頭冰。吉安的芋

頭特別香，那是因為剛好位在木瓜溪與花蓮溪合流的平

原，地質肥沃，加上氣候溫和。「這份口感，好特別喔!」

麥斯嘴裡含著芋頭冰，臉上露出幸福的樣子。「我跟芋

頭談戀愛了!」 

 

 

 

 

 

 

吃飽喝足之後，麥斯想要好好趁機在此一遊。到了吉野

神社，麥斯看見一座石碑，寫著紀念日本人在此拓地開

村。原來吉野是日本在臺灣推行的第一座移民村。接

著，麥斯又查了資料，發現吉安鄉原本叫吉野村，但吉

野有著濃厚的日本風，所以在 1948 年改名為吉安鄉。

麥斯想去有關日本神社的地方，便決定去吉安慶修院看

看。 

 

 

 

 

 

 

 

到了慶修院的門口，麥斯看到左手邊有一句:「氣心腹

口命」，中間的「腹」是平躺的，麥斯查查神奇地圖，

才知道這個是養生秘訣，日語漢字「立腹」意指生氣，

倒下則代表不生氣，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 「人需大

氣，心胸要寬，不生氣，少說話，就會長壽！」 

麥斯想要知道更多，便走進裡面。 

 

 

 

 

 

 

 

走進慶修院裡面，麥斯看著四周: 「哇!果然是古蹟，

有種很古老的味道。」寺院裡有八十八尊日本的石像以

及不動明王的佛像，庭院中的水井、桌椅、池塘中的花

草以及屋頂上的磚瓦，都飄著濃濃的日本風。享受一段

片刻之後，麥斯決定往下一站前進。 

 

 

 

 

 

 

 

 

看完了古蹟，麥斯想試著搭公車到處玩。「我看下個地

方就去蓮城蓮花園好了。」於是麥斯就和其他乘客一起

上了公車前往。 

在麥斯眼前出現的是一整片滿滿的蓮花池，高貴、清

雅，隨風擺動，「如果能帶回我的星球，那該有多好!」

麥斯心裡是如此渴望著。 

 

 

 

忽然間他發現一旁有一個解說牌，好奇的看了一下。上

面說明，這裡有浮在水面上的大王蓮，可以坐一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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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呢！麥斯感到非常驚訝，一朵蓮花具有這麼驚人的

力量。咦？這造型有點像我的飛碟，不知道能不能坐這

個回去我的星球呢？ 

 

 

 

 

 

 

 

這些大自然的美，讓麥斯決定下一站去楓林步道。麥斯

來到楓林步道的入口處，看見了種植在道路兩旁氣質優

雅的楓樹，微風輕輕地拂過這些金黃色的楓葉，讓他心

裡有種平靜的感覺。 

 

 

 

 

 

 

走著走著，麥斯看見了一個涼亭，心想:「正好我走得

有點累了，那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吧!」麥斯從亭子看出

去，吉安鄉的美景就這樣盡收在他的眼底。他抬頭看看

藍藍的天空，說:「真希望這裡也是我的家。」 

 

 

 

 

 

 

 

麥斯的神奇地圖忽然間閃閃發光，「去七腳川事件紀念

碑吧!」麥斯看著地圖的指示。來到了七腳川事件紀念

碑，指南上寫著: 七腳川事件是台灣日治時期阿美族七

腳川社與日本警察的衝突事件，最後慘遭滅社。 

「原來這裡以前發生過這樣的慘劇。這座碑應該是紀念

族人不畏懼強權的精神吧!」麥斯心想。 

 

 

 

 

 

 

麥斯看著七腳川事件紀念碑的簡介，發現這裡每年都會

有祭祀這些祖先的活動，麥斯雖然很想參加，不過活動

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只能等到明年。不知道下一站要去

那裡的麥斯攔了輛計程車，請司機先生載他去值得一遊

的地方。 

 

 

 

 

 

 

「勝安宮到了」，司機先生說。麥斯被眼前的建築物給

深深吸引，好雄偉的景象！門口有一座小小的「平安

橋」，原來是王母娘娘廟，這座廟已經很久了，1949 年

建造的，裡面有眾多的神明，很多人都會到這裡來祈求

平安。麥斯對這座已將近七十年的寺廟感到不可思議！

但神奇地圖在此時不停晃動，彷彿在指引麥斯前去某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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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斯來到客家民俗會館，原以為是客家人平常聚會、休

憩的地方，沒想到那裡面還有客家文物的展覽。 

麥斯好奇地走進裡面，想一探究竟。 

 

 

 

 

 

 

一走到裡面，麥斯就看到義民堂，為了想了解更多，他

查了一下資料，才知道義民堂是起源於感念烈士們的忠

勇愛鄉之情，所以也是客家人祭祀的地方，這讓麥斯大

開眼界。裡面還有介紹許多客家特色的文物，麥斯興奮

地繼續往前走。 

  

 

 

 

 

 

吉安的文化怎會如此多彩多姿呢！麥斯希望能把握時

間，將吉安的美永遠留在他的心裡，趕緊又搭了一輛計

程車前往阿美文化村。到了大門口，麥斯看見一個很高

大的雕像，應該是阿美族的頭目。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麥斯想留下紀念，於是跑到雕像的前面拍了一張照片。 

 

 

 

 

 

 

 

拍完照沒多久，麥斯看到一群觀光客正要進入阿美文化

村欣賞美麗的舞蹈表演，他心想，跟著進去一定沒錯！

但一看到大門上有阿美族的圖騰，他馬上停下腳步並睜

大雙眼注視著，「太美了！」沒多久，麥斯立刻提醒自

己要趕快進去裡面好好的看一看。 

 

 

 

 

 

 

 

當麥斯正想買個原住民的紀念品回去時，他的耳麥有聲

音傳來，看樣子船已經自動修好了。麥斯立刻回到宮前

咪野麥，坐上太空船，依依不捨地看著窗外。「再見，

吉安! 希望大家從此都能吉祥．平安。」說完便回到原

本的星球。 

書底 

 

 

 

 

 

吉安，就是讓人享受悠遊自在的好地方 

歡迎來到吉安，也祝福大家，吉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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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吉安鄉的歷史背景與特色 

    以前從來沒有這麼認真的想過吉安的特色與樣貌，自從開始蒐集資料

後，發現有許多我們本來都不知道的事，例如吉安鄉的名字由來，我們在吉

安鄉住了十幾年，都不知道為什會取名叫吉安鄉。更不知道原來吉安有許多

不同族群居住在這裡。還有阿美文化村的資料極少，為了能夠蒐集更多的歷

史背景，我們親自去阿美文化村訪問負責人。要不是因為這次的繪本創作，

我們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吉安有好多故事以及有特色的文物，是值得土生土

長的我們、在地人以及遊客們去了解的。 

 

(二) 從了解到轉化成為繪本創作 

    深入了解吉安鄉之後，才發現對吉安的看法有了很不一樣的情感。剛開

始試著想用這些感覺去呈現在繪本中，但後來發現轉化成繪本創作的過程沒

有那麼容易，過程中有一些很掙扎的地方。 

1. 在說故事方面，究竟要用什麼樣的口氣去說故事才好，是第幾人稱比較 

    適合，說故事的對象是誰，故事的長短，還有情節該如何安排會比較恰 

    當，需要融入哪些歷史故事才能顯現吉安的地方特色，旅遊路線該考慮 

    到的因素有哪些等。這些問題，讓我們在做決定時，就掙扎了好久，而 

    且還會發生像規劃路線錯誤的問題等，所以一直不停的修改。 

2. 畫作部分更是一大挑戰，原本用彩色筆畫，但發現有些想呈現的效果並 

    不太好，缺乏生動與讓人親近的感覺。後來詢問專家，建議可以改用彩 

    色筆以及水彩二種方式同時進行繪畫創作之後，好像開始有點了解什麼 

    是創作了，我們開始嘗試使用三到四種不同的繪畫材料進行創作，這是    

    本來我們完全沒想到可以嘗試的。最後在繪畫過程中也遭遇到創作失敗  

    的作品，心情非常沮喪，還好有請教美術老師，最後才成功救回原那三 

    件本以為無可挽救的作品了。方法就是可以先塗淡原先畫錯的部分，或 

    是用比原先還要再深一點的顏色去覆蓋過畫錯的地方，然後再看照片畫 

    出想要的感覺，從這裡我們學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 

3. 原本要用中英文雙語說故事，主要是希望能讓外國遊客可以因為我們的 

    繪本來了解吉安，但時間不夠，加上我們的英文不是很好，故事內容有 

    些會用比較特殊的名字與地名，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查詢。 

 
二、建議 

(一)在創作之前，參考一些繪本與文獻幫助我們有了方向，但最好親自走訪

一遍景點，而且能進行訪談更好，網路資料有時不見得是正確的，透過訪談

可以得到更多訊息，也可讓自己在創作的時候可以多一點情感的投入，讓故

事更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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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認為未來可以把故事翻譯成英文，當作是我們下一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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