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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啊！
原来是这样！
”几乎每个人看到结局，都有这种恍然大悟的惊叹：一只候鸟飞在天上，大喊着“鲸鱼”！
可是，村子里的人们找来找去，都没有在湖里找到，他们开始抱怨候鸟欺骗了他们，可是，一个小孩
子被候鸟带着飞上了天空，原来，村边的湖的形状跟鲸鱼一样，而一户人家坏了的水管喷上来的水正
象是鲸鱼喷出来的水，原来候鸟也并没有骗人。
其实有的时候，表面看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事实，而在你眼里是事实的事别人也不一定认同。
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相？
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留给读者的是无穷的回味。
   日本作为动漫大国和绘本大国，其图画书总是充满视觉趣味。
日本著名童书绘本作家五味太郎的重要作品《鲸鱼》中，以鲸鱼的形状、轮廓和颜色来发展故事的架
构和旨趣，强调了图画的元素，也突显图画书的特质。
阅读这本书，读者不得不通过看图来结合文字叙述，才会感受并明白它的趣味和诉求，而这个特点也
使得该书别具阅读趣味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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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啊！
原来是这样！
——柯倩华◎童书评论人　　“啊！
原来是这样！
”几乎每个人看到结局，都有这种恍然大悟的感叹，并不得不佩服作者独具匠心的巧思。
　　五味太郎是著名的日本儿童图画书大师，或许因为他有工业设计方面的专业训练，使他的作品表
现出强烈的设计感和创意。
他创作时总花许多时间构思——“在脑中作业”，力求避免落入俗套。
他也注意设定书的“气氛”，使作品添加某种哲学思考。
他的作品接近儿童视觉影像，容易吸引小孩的目光。
　　这本书以鲸鱼的形状、轮廓和颜色来发展故事的架构和旨趣，强调了图画的元素，也突显图画书
的特质。
因此，读者一定要看图，而不只看文字叙述，才会感受并明白它的趣味和诉求。
　　书中小小的候鸟有多变生动的表情，极富说服力地使读者好像听到它的叫声，走进那个充满悬疑
的情境。
第18、19两页，因局部形状相似而造成的“乌龙”（两只小鱼看得哈哈笑）；第20页村民烟斗冒出的
小花和远处被误认为鲸鱼喷出的水柱看起来同一个样子，都在幽默地暗示，依据外表形象来判断真相
是不可靠的。
　　这种图像思考的创作方式，使五味太郎的构图和布局，有一贯的个人风格。
《鲸鱼》这本图画书以蓝、绿为主色调，传递纯净的、冷冷的、水的感觉，配合朴拙的线条和造型，
使每一页图画好像被框住的风景，勾勒某个素朴的区域场景，也同时暗示这些景物和故事有超越时空
的普遍意义。
　　素朴，有纯真和无知之分；前者的代表是蓝衣蓝帽的孩子，后者代表是村民。
一群原本唱歌谈笑，看似“快乐如孩子”的大人，因为有了一点“知识”，就自以为是，而且起了贪
念，争先恐后地做出荒谬、愚蠢、甚至粗暴的行为。
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孩子，被众人排拒在外（第12页和封面封底），却不放弃也不矫饰，用最谦虚、直
接的方式——问，去了解事实。
“书”的象征寓意值得玩味。
老人的书难道没有解说鲸鱼不会在湖里吗？
毕竟，书只是呈现，看书者的态度和方式，才能决定书可以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力量吧。
候鸟一直背着的书包，终于发挥最奇妙的功能：让孩子超越环境和自身经验的限制，跳脱四周愚昧又
混乱的成见（尽管那是多数的、大人的），而认识事实真相。
这样的飞跃，离开了原来的框框，也离开了原?来的安定，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却多么令人心动。
　　如果，每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每个抱着书本的孩子，看完书，都有“啊！
原来是这样”的惊喜，而成为快乐的读书人，该有多好！
　　【作/画者介绍】（柯倩华◎童书评论人）　　五味太郎，日本儿童图画书界的奇葩——五味太郎
，1945年出生于东京，曾荣获多项国际知名大奖，是一位多产又富有创意的作者及画家。
他毕业于日本桑泽研究所的工业设计科，制作图画书时，特别重视图像的视觉刺激。
三十岁才加入创作图画行列的五味太郎，二十多年来，完成了两百多本的图画书，每本都充满了创意
，题材包罗万象，主题鲜明突出，也常在封面、装订等设计上有出乎意料的表现。
他的作品被各国争相翻译出版，他的插画还被应用在许多文具、饰品等外围产品上！
五味太郎觉得绘画是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或许也因为如此，所以他的画能引起大小朋友的共鸣，是
位令人尊敬的大师！
　　【启发推荐】　单纯的魅力和力量　　相信眼明的人很容易看出，书中的女孩跟那个揭穿皇帝新
装的孩子，有着一脉相承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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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人们被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蒙蔽的时候，纯真的孩子却窥察到了事情的真相。
五味太郎是一个擅长捕捉童真的作者，女孩和她身边的猫咪与大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很明白地告诉
我们，他们是那些贪婪、表情呆滞的成年人的对立面。
在这点上，五味太郎继承了日本漫画把力量赋予柔弱者的传统：甚至连告诉大家鲸鱼能吃的老头，也
要相对微小。
　　而《鲸鱼》整体的画风则是抓住这种纯真的出色操作：以湖蓝色为主色调的底色给人纯净清爽的
感觉；朴拙甚至夸张的线条和造型，更是童趣盎然；画幅镶嵌的方框，让全书简洁明快的特色非常突
出；一些具体象征意象和表现手法的使用，比如书和书包的象征性，对候鸟声音由远及近的刻绘，都
具有明晰直接的特点，等等。
正是由这些具体琐碎的细节，渐渐累积起来了全书纯净亲切的主导风格。
　　当然要说到五味太郎的设计感。
《鲸鱼》最大的设计在于：鲸鱼只是一个图案，而湖畔村的渔民却想当然地以为那是一具可供他们鱼
肉的生命。
这不但构成了故事的整体骨架，而且确定了由局部到全体的发展趋势。
虽然在发现的过程中，那些单独的部件比如烟柱、湖中小岛和湖边的抽水站等等，显得繁杂，但是当
谜底揭开，就会发现，其实不过是个简单自然的认识过程。
　　五味太郎总是沉迷于他的设计感中。
其实这种对设计感的沉迷，恰恰是《鲸鱼》纯真力量的一个实质来源。
这让它摆脱了一般故事的训诫范畴，没有具体的最终意向，我们只是优游于故事的纯粹，并感动地参
与其间。
　　【图画赏析】真相——宋佩◎台湾中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日本作家五味太郎的图画书总是充
满视觉趣味。
他惯用漫画式的简约造型，借单纯的线条、色彩和形状组成千变万化的表情、姿态、动作，每每令读
者莞尔。
在《鲸鱼》这本早期的作品里，除了独特的造型、鲜明的色彩外，他更用大小图框交叉配置，为整本
书设定明快、流畅的节奏，并且把惊喜保留到最后，给予读者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扉页开始，读者就看到一只候鸟飞进书里；到了书名页，候鸟飞过了海洋；故事开始时，候鸟
已经飞到了湖的上空，然后停在风向标上。
五味太郎把图框渐次放大，候鸟也由小变大、由远至近，这种做法让读者感受到鸟飞行的时间过程和
速度变化。
第3页候鸟降落的画面像是电影的停格，读者也跟着停下，听它尖声喊出“鲸鱼”。
到了第4和5宽阔的跨页场景，我们才发现它是对着湖区的一群人喊叫。
　　在第7页，五味太郎利用两个长方形图框，生动表达出老先生迅速地跑回家又跑回来。
接着，第8和9两页组成的跨页上，渔夫们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表达惊讶，这时，不只是渔夫的眼
睛睁大了，书上的鲸鱼，天空的候鸟，甚至吊在檐下的鱼干都同样睁圆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而鲸鱼
喷水的形状与烟斗冒出的白烟也颇相似。
这些重复的形状不仅增加了幽默感，也带动读者的眼睛在画面上来回梭巡，充分感受“现场”的气氛
。
　　第12、13页合成的跨页里，渔夫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船，要去捕鲸鱼。
五味太郎利用船桨、人物身体伸展出的斜线造成动感，并借着各样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刻画这个慌乱、
喧闹的码头。
接着，五味太郎一再利用左、右图的对照关系，陈述剧情先后变化，例如，渔夫在湖底搜寻鲸鱼，发
现的东西却错的离谱，显然，他们对鲸鱼的大小完全没有概念(第18、19页)；渔夫们如何换班，夜以
继日地守候(第22、23页)；久候无功后，渔夫对候鸟不耐烦的反应(第24、25页)；以及候鸟被误会的心
情(第26、27页)。
　　除了渔夫串联的故事主线外，读者还可以一路追寻小女孩和猫的身影，他们之前一直是旁观者，
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对于“鲸鱼”的反应也与渔夫不同，不过，到了故事最后，小女孩开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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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鸟，并也因此看到了“鲸鱼”。
换句话说，他们原是故事的配角，后来却变成故事的主角，并且成为读者认同的对象。
由此处看来，五味太郎运用图画说故事的技巧实在高妙啊！
　　其实，从渔夫到湖上寻找鲸鱼开始，五味太郎就带着读者浏览湖中的小岛、峡湾，看到湖边的抽
水站和船只停靠的码头，这些景物都会在最后一个跨页出现，完整的组成湖的全貌，至此，读者也终
于找到了“鲸鱼”。
这本书前后翻阅、对照之际，一定能让读者领略读图的极大乐趣，这正是五味太郎精心设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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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日本绿荫图书，日本全国学校图书协议会选定图书，日
本儿童图书研究会选定图书。
　　关于《鲸鱼》(精装)的成就与赞誉：*日本绿荫图书，*日本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
日本全国学校图书馆协议会选定图书，*日本儿童图书研究会选定图书。
　　啊！
原来是这样！
——柯倩华◎童书评论人　　“啊！
原来是这样！
”几乎每个人看到结局，都有这种恍然大悟的感叹，并不得不佩服作者独具匠心的巧思。
　　五味太郎是著名的日本儿童图画书大师，或许因为他有工业设计方面的专业训练，使他的作品表
现出强烈的设计感和创意。
他创作时总花许多时间构思——“在脑中作业”，力求避免落入俗套。
他也注意设定书的“气氛”，使作品添加某种哲学思考。
他的作品接近儿童视觉影像，容易吸引小孩的目光。
　　这《鲸鱼》(精装)以鲸鱼的形状、轮廓和颜色来发展故事的架构和旨趣，强调了图画的元素，也
突显图画书的特质。
因此，读者一定要看图，而不只看文字叙述，才会感受并明白它的趣味和诉求。
　　书中小小的候鸟有多变生动的表情，极富说服力地使读者好像听到它的叫声，走进那个充满悬疑
的情境。
第18、19两页，因局部形状相似而造成的“乌龙”（两只小鱼看得哈哈笑）；第20页村民烟斗冒出的
小花和远处被误认为鲸鱼喷出的水柱看起来同一个样子，都在幽默地暗示，依据外表形象来判断真相
是不可靠的。
　　这种图像思考的创作方式，使五味太郎的构图和布局，有一贯的个人风格。
《鲸鱼》这本图画书以蓝、绿为主色调，传递纯净的、冷冷的、水的感觉，配合朴拙的线条和造型，
使每一页图画好像被框住的风景，勾勒某个素朴的区域场景，也同时暗示这些景物和故事有超越时空
的普遍意义。
　　素朴，有纯真和无知之分；前者的代表是蓝衣蓝帽的孩子，后者代表是村民。
一群原本唱歌谈笑，看似“快乐如孩子”的大人，因为有了一点“知识”，就自以为是，而且起了贪
念，争先恐后地做出荒谬、愚蠢、甚至粗暴的行为。
在一旁静静观察的孩子，被众人排拒在外（第12页和封面封底），却不放弃也不矫饰，用最谦虚、直
接的方式——问，去了解事实。
“书”的象征寓意值得玩味。
老人的书难道没有解说鲸鱼不会在湖里吗？
毕竟，书只是呈现，看书者的态度和方式，才能决定书可以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力量吧。
候鸟一直背着的书包，终于发挥最奇妙的功能：让孩子超越环境和自身经验的限制，跳脱四周愚昧又
混乱的成见（尽管那是多数的、大人的），而认识事实真相。
这样的飞跃，离开了原来的框框，也离开了原？
来的安定，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却多么令人心动。
　　如果，每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每个抱着书本的孩子，看完书，都有“啊！
原来是这样”的惊喜，而成为快乐的读书人，该有多好！
　　【作/画者介绍】（柯倩华◎童书评论人）　　五味太郎，日本儿童图画书界的奇葩——五味太郎
，1945年出生于东京，曾荣获多项国际知名大奖，是一位多产又富有创意的作者及画家。
他毕业于日本桑泽研究所的工业设计科，制作图画书时，特别重视图像的视觉刺激。
三十岁才加入创作图画行列的五味太郎，二十多年来，完成了两百多本的图画书，每本都充满了创意
，题材包罗万象，主题鲜明突出，也常在封面、装订等设计上有出乎意料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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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作品被各国争相翻译出版，他的插画还被应用在许多文具、饰品等外围产品上！
五味太郎觉得绘画是抒发情感的一种方式，或许也因为如此，所以他的画能引起大小朋友的共鸣，是
位令人尊敬的大师！
　　【启发推荐】　单纯的魅力和力量　　相信眼明的人很容易看出，书中的女孩跟那个揭穿皇帝新
装的孩子，有着一脉相承的血液。
当大人们被这样那样的利害关系蒙蔽的时候，纯真的孩子却窥察到了事情的真相。
五味太郎是一个擅长捕捉童真的作者，女孩和她身边的猫咪与大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很明白地告诉
我们，他们是那些贪婪、表情呆滞的成年人的对立面。
在这点上，五味太郎继承了日本漫画把力量赋予柔弱者的传统：甚至连告诉大家鲸鱼能吃的老头，也
要相对微小。
　　而《鲸鱼》整体的画风则是抓住这种纯真的出色操作：以湖蓝色为主色调的底色给人纯净清爽的
感觉；朴拙甚至夸张的线条和造型，更是童趣盎然；画幅镶嵌的方框，让全书简洁明快的特色非常突
出；一些具体象征意象和表现手法的使用，比如书和书包的象征性，对候鸟声音由远及近的刻绘，都
具有明晰直接的特点，等等。
正是由这些具体琐碎的细节，渐渐累积起来了全书纯净亲切的主导风格。
　　当然要说到五味太郎的设计感。
《鲸鱼》最大的设计在于：鲸鱼只是一个图案，而湖畔村的渔民却想当然地以为那是一具可供他们鱼
肉的生命。
这不但构成了故事的整体骨架，而且确定了由局部到全体的发展趋势。
虽然在发现的过程中，那些单独的部件比如烟柱、湖中小岛和湖边的抽水站等等，显得繁杂，但是当
谜底揭开，就会发现，其实不过是个简单自然的认识过程。
　　五味太郎总是沉迷于他的设计感中。
其实这种对设计感的沉迷，恰恰是《鲸鱼》纯真力量的一个实质来源。
这让它摆脱了一般故事的训诫范畴，没有具体的最终意向，我们只是优游于故事的纯粹，并感动地参
与其间。
　　【图画赏析】真相——宋佩◎台湾中原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日本作家五味太郎的图画书总是充
满视觉趣味。
他惯用漫画式的简约造型，借单纯的线条、色彩和形状组成千变万化的表情、姿态、动作，每每令读
者莞尔。
在《鲸鱼》这本早期的作品里，除了独特的造型、鲜明的色彩外，他更用大小图框交叉配置，为整《
鲸鱼》(精装)设定明快、流畅的节奏，并且把惊喜保留到最后，给予读者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扉页开始，读者就看到一只候鸟飞进书里；到了书名页，候鸟飞过了海洋；故事开始时，候鸟
已经飞到了湖的上空，然后停在风向标上。
五味太郎把图框渐次放大，候鸟也由小变大、由远至近，这种做法让读者感受到鸟飞行的时间过程和
速度变化。
第3页候鸟降落的画面像是电影的停格，读者也跟着停下，听它尖声喊出“鲸鱼”。
到了第4和5宽阔的跨页场景，我们才发现它是对着湖区的一群人喊叫。
　　在第7页，五味太郎利用两个长方形图框，生动表达出老先生迅速地跑回家又跑回来。
接着，第8和9两页组成的跨页上，渔夫们睁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表达惊讶，这时，不只是渔夫的眼
睛睁大了，书上的鲸鱼，天空的候鸟，甚至吊在檐下的鱼干都同样睁圆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而鲸鱼
喷水的形状与烟斗冒出的白烟也颇相似。
这些重复的形状不仅增加了幽默感，也带动读者的眼睛在画面上来回梭巡，充分感受“现场”的气氛
。
　　第12、13页合成的跨页里，渔夫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船，要去捕鲸鱼。
五味太郎利用船桨、人物身体伸展出的斜线造成动感，并借着各样的肢体语言和表情刻画这个慌乱、
喧闹的码头。
接着，五味太郎一再利用左、右图的对照关系，陈述剧情先后变化，例如，渔夫在湖底搜寻鲸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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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东西却错的离谱，显然，他们对鲸鱼的大小完全没有概念（第18、19页）；渔夫们如何换班，夜
以继日地守候（第22、23页）；久候无功后，渔夫对候鸟不耐烦的反应（第24、25页）；以及候鸟被
误会的心情（第26、27页）。
　　除了渔夫串联的故事主线外，读者还可以一路追寻小女孩和猫的身影，他们之前一直是旁观者，
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对于“鲸鱼”的反应也与渔夫不同，不过，到了故事最后，小女孩开口质
问候鸟，并也因此看到了“鲸鱼”。
换句话说，他们原是故事的配角，后来却变成故事的主角，并且成为读者认同的对象。
由此处看来，五味太郎运用图画说故事的技巧实在高妙啊！
　　其实，从渔夫到湖上寻找鲸鱼开始，五味太郎就带着读者浏览湖中的小岛、峡湾，看到湖边的抽
水站和船只停靠的码头，这些景物都会在最后一个跨页出现，完整的组成湖的全貌，至此，读者也终
于找到了“鲸鱼”。
这《鲸鱼》(精装)前后翻阅、对照之际，一定能让读者领略读图的极大乐趣，这正是五味太郎精心设
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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