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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力，讓等待的焦慮有了出口

　　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力包含整個世界，它

推動進步，是人類進化的源泉。」人類文明發展因想像力使一切成為可能，日常生活因

想像力而充滿新奇變化，想像力是造物者恩賜人類的禮物，它讓我們不受時空限制，盡

情遨遊。而幼童則倚靠想像力對抗現實的難題或跨越日常的無聊，經典繪本《野獸國》

就充分展現兒童憑藉想像力戰勝內在的恐懼，在想像的嬉戲中，紓解情緒的壓力。

　　當我讀到《等媽媽來的時候》，思緒循著記憶回到童年時光。那時我也有很多等媽

媽來的時候：等媽媽中午送便當、等媽媽幫我拿忘在書桌上的課本、等媽媽來接我放學。

等待的時候，雖然心中難免擔心，但腦海裡出現各種天馬行空的畫面，總會及時解救我，

我曾想像媽媽為了躲過塞車，以走鋼索的特技，沿著空中電纜線騎車奔馳而來，想像力

讓等待的焦慮有了出口。

　　作者以小象為主角，描繪放學後，小象等待媽媽來接他

回家的心情。故事情節單純，並從幼童的生活經驗出發，幼

童可以很自然的認同小象的處境。當小象以無窮的想像力挺

過這段等待的時間，恰好提供孩子一種面對困境的可能性，

同時也能引起孩子相似體驗的共鳴感。

　　我們來看看小象等待時如何自處？小象的體型不小，但

在想像的世界裡，小象可以很小。他很小，卻很勇敢，他獨

自走過尖牙鱷魚池，高窄傾斜的獨木橋加深險峻的危險；他

獨力運送易碎的雞蛋，巨大的雞蛋相較他微小的身軀，這項

盧方方（閱讀推廣人） 任務顯得異常吃力。等媽媽來的時候，心情

總有些不安，作者在這兩個跨頁同理了孩

子的心情。不過這些焦慮的情緒並不會使

人無力，圖像上柔和的暖色調、圓弧的角

色與物件造型，輕輕的撫慰了小小心靈，

在想像的世界裡，小象非常安全。家長可以嘗試問

孩子：「小象等媽媽來是什麼心情？那麼，你等爸爸媽媽的時候，是什麼心情呢？」

　　接下來的幾個跨頁，小象的情緒有了轉變，豐富的想像力促使他在校園各角落探險，

有時和朋友遊戲，有時假裝出任務，就連躲藏的行動也充滿可愛的創意。然而，孩子的

等待終是有極限，猶記從前等媽媽來的時候，隨著時間的延長，恐懼不安也逐漸蔓延，

直到看見媽媽騎摩托車出現的那一刻，心思才能真正回到地球。那麼，故事裡的小象等

媽媽的極限是怎麼樣呢？作者的鋪排引人嘴角上揚，小象身體呈現的姿態以及無奈、無

力又惹人憐愛的表情，完全說明小象的心理狀況，實在好想上前抱抱他啊！當情緒累積

到此已達頂點，明快的故事結尾漂亮的將所有焦慮的情緒畫上休止符，給每一位捧書閱

讀的孩子一段療癒又溫暖的想像時光。

　　好的繪本作品，能自然的透過圖文合作機制，促發讀者內在

活躍的心靈，這是一本從幼童視角出發的繪本，主角小象稚幼帶

點調皮的神情以及叮叮咚咚四處探索的行動，就是小小孩的縮影，

重複說著：「等媽媽來的時候⋯⋯」也十分貼合幼兒的語言特質，

這樣一本為孩子說出心聲的作品，最好的閱讀方式，就是將孩子

抱在懷中，一起讀、一起笑，一起揚起想像的翅膀翱翔。



驚喜的找到適合自己前進的方式

　　雖然過去我有一些繪本創作經驗，但都未出版，總是依照

以前在學校被教導的方法，先有個主題，再去發想故事，但

每次都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這本繪本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

角度和經驗寫故事，沒有先決定主題，沒有先設計角色，沒有

先做色彩計畫，沒有做對任何一樣上課的時候被教導的事，但卻是第一個讓自己滿意的

作品，所以這本繪本對我來說，很像科學家想要讓紅蘿蔔發電，卻胡亂把風箏丟到實驗

室裡，居然還發出電了一樣，驚喜的找到適合自己前進的方式。

　　說起來很好玩，在寫故事之前，有幾個畫面一直卡在頭腦裡，於是我就把它們畫了

下來，大葉子降落傘和安靜的好山，就是當時其中幾個畫面。在畫那幾個畫面的同時，

腦袋裡也跑出了幾個句子，例如：可能我更適合當一座又安靜又長了一個鼻子的小山，

只是有著這樣的畫面和句子，但不知道可以做什麼。有一天，我正騎著車時，煩惱著該

畫什麼樣的故事，就在等紅燈時，頭腦裡突然跑出了一個「等媽媽來的時候」的句子，

想了一下，發現這個句子好像可以和那些為了借放而畫下來的圖畫和句子合起來耶！結

果就真的合成了一個故事。

從創作到出版的轉變

　　創作這本繪本有幾個有趣的階段。當時決定專心往自己學習的領域前進，離開了上

班族的生活。猜想不同文化可能會有不同的創作方式，因為我對繪本創作的認識，幾乎

都是在美國學習的，很好奇臺灣在繪本創作的方向上，會不會發展出自己的方式，也很

想和別人一起玩，就興高采烈的報名由陶樂蒂老師和黃郁欽老師指導的繪本課程。在課

程快結束時，我們要死命的完成一本繪本作品，《等媽媽來的時候》最初的版本，就是

那些花很多時間等著一切的小時候

一邊等待，一邊跟自己玩

　　小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等爸爸媽媽來接我回家，總是安親班裡最後一個被接走的

人。我常常在安親班大樓前面的小空地上，看著同學一個一個被接回家，我等了又等，

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也常常害安親班老師不能關門回家。

　　因為一個人等待的時候真的很無聊，還常常很生氣，但是一直又無聊又生氣也不是

辦法，我開始想一些可以自己跟自己玩的遊戲，喜歡看人、看東西、看天空、看星星 ……

就是那時候開始的；喜歡想東想西、亂想一通，也是那時候開始的。一開始亂想的時候

還有點傷心，但愈想愈好玩，有人跑過空地時，就忙著想他剛剛發生什麼事或正要趕著

去做什麼事，真的很忙，結果一下子爸爸媽媽就來接我了。

我最愛的藍色大象

　　為什麼我會選擇藍色大象當繪本主角呢？有一次爸爸媽媽從菜市場回來，送我一隻

穿著草綠色背心的藍色大象娃娃，從此以後我覺得大象就一定得是藍色的。我非常喜歡

那隻大象，明明還有很多娃娃，但我就是最喜

歡它，我喜歡它的大小適中（對當時的我來

說），也喜歡它的藍色，是像天空那樣開心的

藍色。後來我高興的帶給阿嬤看，看著看著，

大象就不見了。我很傷心，大家幫我找了又找，

可是都沒有找到，之後仍一直念念不忘。長大

後，有一次大掃除時居然找到了，太開心了！

作者的話

張筱琦 在當時有老師、同學陪著我困惑、卡關、摸不著頭緒的狀況下創作出來的。

　　後來我跟出版社分享作品，開始了另外一個階段，除了最初版本的圖畫，我還另外

整整畫了兩個版本，而且每個版本都很不一樣。在跟他人合作的時候，我常覺得沒有堅

持的必要，但與自己相關的事情，我卻是一個很堅持的人。這個階段的一開始，我常常

感到很困惑，因為覺得這本繪本是與自己相關的事，但卻眼睜睜的看著大家幫忙絞盡腦

汁想著各種可行的方法，所以我搞不清楚什麼時候應該或可以堅持？什麼時候不應該或

沒必要堅持？因為這既像是自己的事，又像是合作的事。慢慢的，事情變得清楚了一些，

從創作到出版本來就是一件合作的事，很多本來堅持的事，可能沒有堅持的必要。最開

心的就是在這整個過程中，我有機會完整的體驗了從困惑到想清楚的各種細微的轉變。

學習在無奈裡找好玩的事

　　記得小時候，常常處在自己不喜歡的情況裡，碰巧我又是個情緒非常多的人，還好

每次經過這些情緒之後，總會整理到同一個「那也沒辦法呀！」的結論。雖然總是這樣

無奈著，但也因此莫名其妙的不停學著在無奈裡找些好玩的方式存活，玩著玩著，就忘

記本來在無奈什麼了。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停的這樣學著。

　　創作這本繪本時，我只是單純的想，如果可以，能讓自己和閱讀這本繪本的人，萬

一碰上無奈的時候，找一找身邊的回收雞蛋盒、小樹、桶子、葉子、沙發、毯子等事物，

跟它們一起玩，只要一下子，就可以讓自己笑嘻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