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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因應全球暖化的氣候環境變遷議題，本作品藉由繪本形式，以冰河時期遺留植物——臺灣水青

岡作為主角，讓大眾以簡單易懂的方式，觀察氣候變遷對其影響並認識臺灣野生動物，促使群眾對

臺灣森林有更近一步的認識。 

本書採用臺灣水青岡受氣溫變遷而逐漸向上遷移的事實，以擬人化的「搬家」來呈現。主角清

岡先生，其實是所有物種面臨暖化的縮影。氣候變化下的物種，正努力適應環境，以調適因應氣候

變遷的事實 

貳、 構想及運作方式 

一、 構想動機 

  臺灣水青岡森林因長期暖化趨勢而逐漸向高緯度地區遷移，當極端氣候加劇且再無供

物種移動的餘地時，將導致物種滅絕或生育地消失等困境。不僅為了自身永續發展亦為了

生物棲息，本團隊有責任使大家了解臺灣山林保護生態環境之重要性。 

  2021年8月9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小組(IPCC WG1)發布最新

物理科學基礎報告提及：2011至2020年的全球地表溫度，已升溫近攝氏1.1度，距離建議控

制溫度只剩下0.4度的空間，儘管維持溫度並不能阻止極端氣候的發生，但延緩暖化速率能

使絕大部分的生命獲得保障，維持生態的平衡。在過去五年間（2016～2020）是1850年有

紀錄以來最熱的年份，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已高達410ppm，來到兩百萬年中最高濃度，大氣

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使地球整體保留的熱能增加，導致氣溫上升。 

  末次冰河期距今約一萬至兩萬年前，在此期間亞洲地區相當寒冷，臺灣海峽也為結冰

狀態，亞洲大陸的動物透過結冰形成的陸橋遷徙到臺灣，其時在臺灣生長的植物絕大部分

都死亡，直至冰河時期結束後才重新生長。     

  臺灣水青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指定珍貴稀有植物之一，是臺灣唯一一種在

末代冰河結束後持續存活的植物。在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中，曾於臺灣中部和宜蘭員山海拔

約300公尺處發現沈澱孢粉，距離此地六公里海拔約1420公尺的阿玉山西峰處，有現存的臺

灣水青岡族群。與之相比，兩者海拔相差1000公尺，可見臺灣水青岡族群的遷移落差超過

1000公尺。如 今，他們主要生長在海拔介於1000公尺以上的山頭及山稜線上，在1600～

1900公尺之間為最適合臺灣水青岡的棲地。依據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

(TCCIP)推估至2100年適合生存面積僅剩現有的2～15%。 

  林務局在2009年耗時3年推動了「臺灣水青岡森林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機制之研究」計

畫，進行調查及保育，讓水青岡得以繼續生存，此外，除了1992年設立的插天山自然保留

區，還新開闢了位於宜蘭太平山上的臺灣水青岡國家步道，讓民眾能夠更加認識臺灣水青

岡生態。 

  繪本可討論的議題範圍廣闊，從自我的療癒旅程至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災難，都可藉

由繪本中淺顯易懂的文字及圖畫包裝背後所傳達的意義，作為教育性質的繪本也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此外，繪本涉及的年齡層廣泛，文字傳遞專業知識；圖畫吸引群眾目光。兩者

相輔相成，使繪本成為快速入門的科普讀物。本團隊希望以繪本的方式引導大眾對自然環

境的關心，更以此激發出孩子們的關注，在心中種下一顆關懷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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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運作說明與流程 

本次作品會經由不同閱讀方法、表現知識帶領讀者進入繪本的異想世界： 

⚫ 圖文巧妙搭配 

本書以左文右圖為主要形式，層次遞進，完整呈現清岡先生往高海拔搬遷的心路歷程。一

路上自然景觀的變化，與清岡先生的心境，讓讀者產生共鳴，身歷其境，增添情感渲染的

效果。 

⚫ 科普頁  

本書預計於最末加上科普頁，為作品背景來源佐以說明，將欲推廣的專業知識以淺白的文

字傳遞給大眾，圖文並茂的方式令讀者更容易記住艱深的環境問題。 

⚫ 筆記頁 

在科普頁後本團隊增加了小朋友能夠書寫記錄或繪圖的筆記頁，期望讓孩子在閱讀完成後

進行思考，提出自己的疑問及想法，抑或是在筆記頁中留下角色的塗鴉，享受繪本帶來的

韻味。在筆記頁最後一頁本團隊特意設計了剪裁線，讓孩子在遊覽步道時能帶著此頁進行

集章，不只是單純閱讀，更可與自然生態做直接的接觸。 

⚫ 文字編排  

文字與圖像的敘事在繪本中相輔相成，也因繪本的受眾大多為兒童，本團隊期望用簡單易

懂的文字敘述包裝環境知識，運用精練的文字讓敘事簡單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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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作品及材料說明 

一、 繪本架構 

 

                                        （封面示意圖） 

尺寸：直式 B5大小，左翻書。 

媒材：使用電腦工具繪圖，利用活潑鮮明的色彩引人入勝。 

故事大綱：一棵名為清岡先生的臺灣水青岡，因為受不了日漸暖化的環境，決定和小灰蝶

一起搬家，找尋更適合居住的地方。當他一路向上爬，遇見高大的紅檜、鐵杉，突顯棲地

競爭的問題，一路上也遇見不同緯度的特有生物，顯示植物與動物的調適能力。面對未知

的旅程與漫長的遷徙，清岡先生對未來產生茫然，懷疑自己是否能夠找到新家。但縱使找

到了落腳處，面對氣候變遷，清岡先生能夠不再搬家嗎? 

二、動物及植物參考文獻 

  本書以水青岡森林為背景，故事中所出現的動物及植物參考「臺灣水青岡森林生物多

樣性調查及機制之研究」計畫成果（計畫單位：林務局保育組棲地經營科，計畫年度98

年）所撰寫的《冰河孑遺的夏綠林：臺灣水青岡》（出版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0年12月31號出版）中植群及生物調查。此書調查了臺灣不同地區的山毛櫸森林，本團隊

主要參考宜蘭銅山及插天山。動物特徵則是配合「臺灣國家公園」官方網站

（https://np.cpami.gov.tw/）網址介紹所繪製而成。 

https://np.cpami.gov.tw/


4 
 

肆、 創作特點與創意說明 

  目前以臺灣森林及野生動物為主角的繪本屈指可數，因繪本大部分的受眾多為兒童，在故事

中，避免以艱澀難懂且冗長的文字令孩子望而卻步，因此本作品將以圖片方式呈現，以簡單易懂的

方式傳達給讀者。 

一、 野生動物的生態系 

  在（圖一）中，右上為山羌，左下為黃喉貂，在野生環境中，他們是獵食的關係，黃

喉貂主要成群獵捕山羌。在作品裡，本團隊特意將山羌置於遠離黃喉貂且隱蔽的位置，這

是巧思之一，而臺灣水青岡森林提供山羌族群一個棲地，支撐了黃喉貂族群，形成自給自

足的生態系。 

 
圖一、山羌及黃喉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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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野生動物的環境生態指標 

  圖二中的食蟹獴，牠們常棲息於溪流旁邊的森林中，覓食時會至溪流附近。此族群是

評估環境的指標物種之一，有食蟹獴蹤跡出沒的溪流區域，環境污染程度較低，開發較

少，由於人類破壞及汙染等等因素，使其生活棲地減縮，現為保育類動物。 

 

 

 

圖二、食蟹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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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的調適 

  根據101年〔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解釋「調適」（adaptation）係指為了因應實

際或預期的氣候衝擊或其影響，而在自然或人類系統所做的調整，以減輕危害或發展有利

的機會，並改善脆弱度。本團隊用生動淺白的方式告訴讀者，植物同樣受不了極端氣候及

全球暖化，然而在現實中的他們卻無能為力，本書闡述這樣的對比，使讀者更注意氣候變

遷帶來的影響。 

 
圖三、山毛櫸要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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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作品應用範圍及發展潛能 

一、 作品應用範圍 

1. 兒童教育與發展價值 

  繪本不僅僅是圖文故事書，是閱歷及經驗有限的兒童認知世界的管道之一，可使

讀者從中增加認知學習經驗，並使其間接開拓視野。其具有兒童教育與發展價值，構

建兒童認知、人格 乃至社會方面，初步形成孩子對世界的認知。除了教育性質，繪本

之藝術性、趣味性能將教條式的知識處理得引人入勝，更能被讀者吸收、認同。繪本

可表現出多面向議題，令讀者建立核心價值，進而形成自己的觀點。 

2. 國中小學作為教材使用 

  配合108課綱，從過去強調學生學習，轉變成培養素養。課堂上與老師和同學的互

動，從中自發學習，並了解臺灣山林知識，也認知到山林林相改變等問題。 

3. 親子共讀 

  透過家長說故事告訴小朋友書中的知識，從中學習到臺灣山林知識，從小培養孩

子環境議題的概念及關懷，促進家長與孩子之間的關係。 

 

 

二、 發展潛能 

  圖三為本作品設計之發展規劃路徑本團隊以環境教育與人文關懷為初衷，致力拓展國

際視野與世界接軌，極端氣候為全球化問題，本作品將目光放在本土，強調氣候變遷為

「已然發生在身邊的事實」。更為具體地引領讀者意識到環境危機的迫切，且較有目的性的

從身邊著手，從在地開始為生態做出改變。並介紹特有種―臺灣水青岡，在臺灣水青岡森

林的庇護下孕育了多種生物，其中夸父綠小灰蝶將水青岡作為寄主植物生存，物種之間關

係層層緊密，只要其中一種生物族群產生變化，整個生態系都會有所影響，臺灣水青岡森

林便是如此，然而臺灣水青岡目前卻面臨瀕危的困境，本團隊深知氣候暖化的嚴重性，延

伸出整個生態系的轉變，藉此宏觀臺灣氣候議題乃至於全球氣候變遷。因此藉由環境教育 

向下扎根，可作為達到永續發展之理性感性兼具的手段。 

 

 

                                                                  

                                                                    圖四、繪本作品應用之發展規劃路徑 

  

環境教育

推廣普及

人文關懷

行動實踐

環境生態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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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工作分配 

姓名 負責事項 

黃冠 撰寫書面報告、繪本文字撰稿、海報製作、影片撰稿。 

葉麗菁 繪本繪圖、海報製作 、影片拍攝。 

林芳以 撰寫書面報告、繪本資料審查、影片製作、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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