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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漫畫，是許多人兒時的共同回憶，更成為戰後臺灣許

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漫畫是一種大眾化的

通俗藝術，以平面圖像為主，與一般書籍比較起來較容易

閱讀，因此受到讀者的歡迎。當今日本漫畫已成為全民讀

物，各年齡層都有不同的漫畫；在歐洲，漫畫甚至被視為

繼電影後的第九藝術。然而早期臺灣社會對漫畫評價不

高，不僅將其視為難登大雅之堂，部分人士更是把它當

作殘害兒童和青少年的不良讀物。如今對於漫畫負面的

偏見已逐漸改變，漫畫不再是僅限於兒童和青少年的讀

物，已成為老少咸宜大眾文化的一環，甚而進入學術的領

域。漫畫作為一種大眾媒體，其娛樂、消遣的特性受到肯

定，又因漫畫具有傳達與批判思想觀念的功能，因而獲得

許多關注和研究。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漫畫」就是日本漫

畫的代名詞，而在臺灣的漫畫不但在某些時期曾經風行

一時，而且當今仍為社會大眾喜歡的通俗讀物。

由於官方的打壓，自1960年代起臺灣本土漫畫曾一度

消沉。到1980年代初期，《中國時報》因連載敖幼祥所創作

的《烏龍院》四格漫畫而廣受讀者的喜愛。在戒嚴時期沉

悶的政治氛圍下，《烏龍院》的出現讓人耳目一新。於是各

大報爭相開放漫畫版，出版社亦逐漸有信心來出版漫畫，

以致造成漫畫風潮再起，臺灣的原創漫畫也因為《烏龍院》

的成功而受到更多媒體的關注，進而產生許多優秀的漫

畫家。

《烏龍院》系列漫畫幽默的特性，充分表現出百姓的心

聲，不但發揮了一般通俗讀物娛樂大眾的功能，而且也不

乏社會批判性，其中隱含不少當代的社會議題，且與時代

的脈動與變革有關。《烏龍院》成為臺灣漫畫發展承先啟後

的關鍵，對臺灣漫畫的貢獻功不可沒，其重要性和影響力

值得一書。《烏龍院》雖然將時代背景設定在古代中國，但

卻加入了許多現代社會的元素，間接反映出當代社會的

真實面貌。敖幼祥在《烏龍院》中也表達其對於現實社會

的反省與批判，並提出呼籲，希望帶動社會的改變。目前

學界尚未有針對敖幼祥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敖幼祥的

相關資料也僅散見於幾本漫畫研究的專書當中，片斷零

碎，很難予人較全面深入的了解。

自1983年起，敖幼祥以四格漫畫、短篇連環、長篇連環

等多元的形式，創作了以《烏龍院》為代表的一批經典作

品，包括於《中國時報》刊登的《烏龍院》漫畫
1
，以及由時

報出版的《烏龍院：四格漫畫精選》、《敖幼祥漫畫十年傑作

選》(共16冊)、《烏龍院20年精選紀念版》、《爆笑烏龍院》(共

5冊 )、《烏龍院精彩大長篇：七鮮魚丸》、《烏龍院精彩大長

篇：御獸園》、《烏龍院精彩四格：迷途菜鳥》、《烏龍院精彩

四格：花花木蘭》、《烏龍院精彩四格：奧林霹客》、《烏龍院

精彩四格：偷天換日》、《烏龍院精彩四格：墨汁拳王》、《烏

龍院前傳》(1-9集)、《烏龍院精彩大長篇：活寶》(1-20集)。
2

因《烏龍院》系列為敖幼祥迄今漫畫作品的代表作，故本

文以此為對象，探討其創作過程、圖像呈現手法與主題內

容，希望對吾人了解敖氏之漫畫創作方式、作品風格及其

在臺灣漫畫史的定位，所有裨益。

圖片來源：《時報漫畫叢書：敖幼祥的漫畫中國成（1）》，時報文化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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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途菜鳥》(臺北：時報文化，2007)、《烏龍院精彩四格：偷天換日》(臺北：時報文化，2008)、《烏龍院精彩四格：奧林霹客》(臺北：時報文化，2009)、《烏龍院精彩四格：墨汁拳王》(臺北：時報

文化，2009)、《爆笑烏龍院》(共5冊) (臺北：時報文化，2009)、《烏龍院前傳》(1-9集)(臺北：時報文化，2009-2011)、《烏龍院精彩大長篇：活寶》(1-20集) (臺北：時報文化，2006-2011)。
3 李闡，《漫畫美學》(臺北：群流，1998)，頁121。
4 原以《超級狗》為名發表，後因大受歡迎，舉辦讀者票選活動，命名為《皮皮》。敖幼祥，《敖幼祥漫畫30週年大全集》(臺北：時報文化，2010)，頁22。
5 洪德麟，《臺灣漫畫40年初探》(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146。
6 敖幼祥口述，腸子採訪整理，〈就是愛畫―我的三十年漫畫人生〉，收入《敖幼祥漫畫30週年大全集》，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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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幼祥的漫畫生涯及

其《烏龍院》系列之創作( 1956- 2011)

1956年10月26日，敖幼祥出生於臺北縣永和，在家中排

行老么，上面有三個哥哥。敖幼祥小時候因為體弱多病，

常常請假，因此功課跟不上同學，再加上個性內向，和同

學十分生疏，於是逐漸在繪畫中找到了自己的世界。小學

三年級之後，敖幼祥便嶄露漫畫才能，在作業簿上塗鴉創

作連環漫畫，敖幼祥在小學四年級時用作業簿畫出了第一

本漫畫，名為《我的老師是女鬼》，這本作品被老師發現之

後，不僅遭到撕毀，敖幼祥也接受了處罰，但仍然無法忘

懷他的處女作。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敖幼祥反而因禍得福，

此後不論是學校的壁報或是校外的繪畫比賽，老師都會指

派他參加。由於他總是能夠在各項美術競賽中得到名次，

讓他對於繪畫產生更大的興趣。

然而敖幼祥的父母抱持著傳統的觀念，非常重視教育，

不贊成他畫漫畫。考高中時，敖幼祥擠進中國海專漁撈

科，因為家裡反對他學畫畫，他的聯考分數也只能做這樣

的選擇。由於所學與興趣、專長不符，二年級時敖幼祥因

為帶頭打群架而被學校退學。

為了畫漫畫，17歲的敖幼祥和父親鬧翻，並離家出走，

開始半工半讀，在中華卡通擔任「動畫練習生」，並同時於

復興美工科夜間部進修，自此才真正接受繪畫訓練，使

其繪畫能力有了紮實的基礎。當時的電視卡通：《科學小

飛俠》、《小蜜蜂》、《老夫子》等都出自敖幼祥及其同事之

手。1976年，敖幼祥加入遠東卡通，並參與《老夫子》改編

電影動畫長片的製作，受到香港漫畫《老夫子》的刺激，才

興起自己創作漫畫的想法。隔年他擔任宏廣卡通原畫師，

開始接觸美式動畫技術。 

此時臺灣的漫畫環境並不樂觀，1962年《編印連環圖畫

輔導辦法》的頒佈，不了解漫畫文化的審查人員以教科書

的標準審查，做出諸多不合理的挑剔，之後法令的不斷變

化，管理辦法過於複雜且內容空泛，審查過程相當繁瑣費

時，造成本土漫畫在漫畫送審制度下崩潰。再加上1976年

全面開放對日本漫畫出版的限制，使得臺灣本土漫畫受

到強烈打擊，扼殺了許多臺灣漫畫家的創作，也讓出版社

卻步。在解嚴之前，報紙轉載外國的政治評論漫畫，既可

表現漫畫的國際水準，又可以免除言論的責任，所以一時

之間，外國評論漫畫大量出現。
3
1980年，《民生報》正在連

載的《史奴比》(Peanuts)因為版權問題，需要找一位漫畫

家接手，敖幼祥便應邀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皮皮》
4
，

塑造出詼諧的人性隱喻族群，個性十足。
5

《皮皮》造成熱烈迴響之後，《中國時報》藝文組主任張武

順認為漫畫對於報紙的銷量和閱讀的傳閱有很大的助益，

於是建議報社開設漫畫單元，並與敖幼祥洽談合作。
6
1983

年1月1日，敖幼祥在《中國時報》上開闢新的連載專欄《烏

龍院》。其實《烏龍院》剛開始發表時並不被看好，因為臺

灣的讀者已經太久沒有接觸漫畫，所以不懂得活潑、誇張

的漫畫語言。
7
然而因為《中國時報》高額的銷售量，以及

《烏龍院》漫畫單元每天連載、能見度高，使得敖幼祥迅速

竄紅，只是當時他並未自覺。《烏龍院》成功扭轉了「漫畫

是兒童讀物」的觀點，成為上班族閱報的焦點，培養多數

人看漫畫的習慣。《烏龍院》成為當時社會的熱門話題，使

得本土漫畫得到重新發展的機會，報紙紛紛開闢漫畫專

欄，本土漫畫雜誌也隨之復甦。

1983年9月，《烏龍院》由時報出版公司結集出書，第一刷

首印就有10萬冊，上市一周便被搶購一空，並且順勢推出

《烏龍院彩色半月刊》、《烏龍院月刊》、《烏龍院周刊》、《漫畫

星期六》以烏龍院為主題的漫畫雜誌，這在當時臺灣漫畫

界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8
《烏龍院》轟動全臺灣，敖幼祥被媒

體稱為臺灣第一位新生代的職業漫畫家。他所採用的四格

漫畫也成為臺灣漫畫的主流形式，被各大報紛紛採用。隨

後，《烏龍院》在國外多家媒體轉載，前後長達5年之久。

此時臺灣正值戒嚴時期，仍舊施行漫畫審查辦法，敖

幼祥在受訪時即表示：「我一開始也嘗過苦頭，有人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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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漫畫，一些本來可以第二個月出版的可能要拖個一

年半載，心裡覺得茫茫然，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9
漫畫家

日夜忙碌還必需要擔心是否觸犯規定，被扣上「危害社會

善良俗」的罪名。敖幼祥也認為：「以前漫畫家不論畫的再

好，對許多人而言，都只是唬唬小孩的技倆而已，漫畫家

的專業性一直沒有受到肯定和重視。」
10
由於漫畫被認為

是有害的讀物，並受到政府的管制，長期以來並未有合法

性及合理性的地位，使得漫畫家的專業不受到認可。

敖幼祥因《烏龍院》成名之後，緊接而來的卻是人生的

低潮期。敖幼祥說當時有將近10年的時間，他每天晚上應

酬、喝酒，隔天到工作室馬上就要作畫、修改畫稿，同時

還要帶工作室的助手，工作量非常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工

作，創作出的作品當然不會有好的品質，但卻一直繼續惡

性循環。

1989年，敖幼祥決定結束工作室，一個人移居花蓮。在

這個偏避且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雖然日子過得很辛苦，但

也讓他找回繪畫單純的快樂。敖幼祥在1998年創立「幼翔

出版社公司」，出版了一批幼教漫畫圖書，致力於兒童漫

畫教育。
11
另外他也與時報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針對國小、

國中學童設計的《敖幼祥漫畫圖書館》系列套書，由此可

見敖幼祥對於漫畫教育功能的重視。敖幼祥更自掏腰包

舉辦暑期的兒童漫畫夏令營「敖幼祥漫畫種子營」，也和

花蓮文化中心合辦「蟲魚鳥獸和我」漫畫研習班，指導救

國團「花蓮青年」的學生畫漫畫，並接受國立東華大學的

邀請擔任教職，開設「圖像創意與漫畫製作」課程，這也

是臺灣首次將動漫列入大學的通識教育。

2001年，敖幼祥回到臺北工作，但正逢臺灣漫畫市場的

衰退，他對於周圍的大環境感到失望。2002年，敖幼祥決

定轉戰中國大陸，同年在廣東珠海開設工作室，為臺灣第

一位到中國大陸發展的漫畫家。2003年12月，敖幼祥的工

作室正式移師廣州市，《烏龍院》在中國大陸正式出版。至

中國大陸一年之後，敖幼祥創作的10本《烏龍院四格漫畫》

起印均為20萬冊，每本都有百萬冊的銷售量。《烏龍院》的

創作以喜劇為主軸，內容較少臺灣本土或是地方方言的

笑料，是能在中國大陸暢銷的可能原因之一。
12
雖然敖幼

祥的《烏龍院》在中國大陸連載順暢，但是在中國大陸出刊

三天，就見盜版在各省發行。
13
他也在其漫畫創作中以此

為主題，表達其對於盜版的厭惡和抗議。2004年4月，敖幼

祥被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聘任為客座教授，並在中國大

陸創辦個人專屬的漫畫雜誌《超級烏龍院》。同年10月，敖

幼祥得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動漫學院頒授教授名銜。2006

年，在敖幼祥50歲生日時，被中國大陸的「人民網」冠上

「中國漫畫之神」的稱號。《烏龍院》系列漫畫總發行量逾兩

千萬冊，締造了華人單一漫畫系列銷售的最高紀錄。
14
至

今仍有新作陸續問世。

《烏龍院》系列兼具消遣娛樂和社會批判的漫畫風格

1.漫畫圖像呈現方式

漫畫依照表現方式可以分為單格漫畫、單元漫畫及連

環漫畫。敖幼祥的《烏龍院》漫畫作品即囊括了四格漫畫

以及連環漫畫。四格漫畫即代表啟、承、轉、合，是最基

本的劇情演出，重點是結局的意外性、趣味性、幽默性或

諷刺性，每一次的漫畫創作都是一個獨立事件的開始和

結束。《烏龍院》的四格漫畫因為風格統一，既可獨立視

之，集結出書時又能形成完整的劇情。 
15

連環漫畫一般指由多幅漫畫構成的長篇漫畫，具有時

間的延續性，需要有比單格漫畫、四格漫畫更周密的劇

本，其表現手法接近電影的分鏡。《烏龍院》的連環漫畫融

合幽默元素與冒險情節，製造故事情節的緊張懸疑，勾起

讀者的好奇心，成為吸引讀者持續閱讀、長期關注的動

力。讀者與文本之間因為不斷地找尋答案和發現問題，形

成一種互動關係，在過程中便產生快感。 
16

《烏龍院》的漫畫性質屬於諷刺漫畫、幽默漫畫。《烏龍

院》的內容天馬行空，故事荒誕、誇張又富有喜感，屬於

老少咸宜的漫畫作品。《烏龍院》無論是在故事情節、角

色設定上，皆充滿著幽默的風格。《烏龍院》中搞笑又搞

怪的師徒四人─長眉大師父、胖師父、大師兄與小師弟，

完全沒有出家人莊嚴穩重的樣子，他們雖然個個身懷

絕技，但是大師兄個性駑鈍又好色，時常鬧出不少烏龍

事；鬼靈精怪的小師弟則常常因為耍小聰明，反倒害了

自己；平日愛貪小便宜、偶爾還會改吃葷食的兩位師傅，

遇事更是見「利」勇為、勇往直「錢」。《烏龍院》顛覆了傳

統賦予出家人既定的窠臼，它的幽默逗趣為苦悶的年代

打開了一扇透氣窗口。《烏龍院》的內容根植於中國傳統

和當下文化，反映出社會現象與時代意識。敖幼祥運用

幽默諷刺的方式，將漫畫的娛樂消遣功能與社會批判結

合，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夠在虛實之間穿梭，從虛擬的漫

畫世界中聯想到現實的社會議題。

就圖像呈現方式而言，出現在《烏龍院》漫畫中的諷

刺手法可分為直斥的諷刺方式以及婉曲的諷刺方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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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諷刺是以嚴厲、尖刻的語言來直接批評或攻擊被諷刺

者。婉曲的諷刺以曲折、含蓄的方式來暗示烘托，使人意

會。婉曲的諷刺方式又可分為圖像式的諷刺與推理式的

諷刺，圖像式的諷刺包括誇張、比喻象徵，推理式的諷刺

則有對比、矛盾、諧擬
17
及影射。另外，筆者也歸納出數

種《烏龍院》中幽默的表現手法，圖像式的表現手法包含

誇張、比喻以及文字效果；推理式的幽默表現手法則有：

矛盾、預期之逆境、顛倒、重複、交互干涉
18
、巧合、雙關

與反身性策略 
19
。其中許多幽默表現手法與諷刺的表現方

式所有重複，雖然方式相同，但是達到的效果卻不一致，

端看讀者閱讀之後的體會與反應而定，帶有些許主觀的

色彩。敖幼祥在《烏龍院》中運用幽默與諷刺的表現手法，

一方面達到漫畫消遣娛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傳達漫畫

社會批判的功能。

在漫畫風格方面，敖幼祥的漫畫筆意鮮活，線條充滿

躍動感與生命力，分鏡細緻，鏡頭角度豐富，故事情節充

滿巧思稚趣。其作品特色為美式漫畫的角色造型，日本漫

畫的分鏡手法，中國式的武俠劇情，立足於臺灣的本土關

懷，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漫畫風格。

2.作品內容與主題

提及當初創作《烏龍院》的動機，敖幼祥表示因為當時

正流行美國電影《功夫》，加上港劇《楚留香》在臺灣受到

歡迎，他認為若將「功夫喜劇」作為漫畫題材，應該可以

創造流行風潮。
20
由此可知，《烏龍院》是受到《楚留香》的

感染而以搞笑的方式反諷「功夫」和《楚留香》，並成為其

趣味所在。在創作人物造型時，小師弟便是參考楚留香

的形象，大師父和胖師父則是參考《功夫》電影中兩位中

國高僧的模樣。
21
而《烏龍院》名字的由來，則是因為每天

在報紙版面上提供一則「擺烏龍」的漫畫，四格漫畫的樣

子又好似中國古代的四合院，所以取名為《烏龍院》。

《烏龍院》以其四位主角為中心，故事圍繞著他們日常

的生活瑣事打轉，或是因為捲入神秘的事件謎團而展開

冒險遠征。以功夫喜劇為主題的《烏龍院》漫畫，題材源於

傳統卻又顛覆傳統，其創作元素除了包括武俠的包裝、幽

默的表現之外，在漫畫中也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投影，以及

漫畫家個人的想法，成為今日探索真實過去的線索。筆者

歸納當中出現年代較長、討論較多的議題，包括政治陋

習、金錢價值觀、媒體亂象、教育問題與環境汙染問題，

並且和當時的社會現象相互呼應。本文配合漫畫文本，揀

選數例加以討論。

《烏龍院》漫畫對於臺灣政治陋習的批判，分為選舉風

氣與賄選問題與貪污問題，臺灣惡劣的選風與賄選問題

顯示公權力的不彰與敗壞，讓民眾對於政府產生不信任

感，甚至挑釁。1983年12月3日舉行立法委員第四次的

增額選舉，敖幼祥也結合時事，在同年的11月24日到12

月8日於《中國時報》發表一系列以選舉為題材的四格漫

畫。不同於政治漫畫，敖幼祥並未將特定的人物作為諷

9 趙輝，〈敖幼祥：未來的漫畫市場在大陸〉，《臺聲》，2007年8期，頁85。
10 蕭湘文，《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臺北：五南文化，2002)，頁29。
11 洪德麟，《臺灣漫畫40年初探》，頁202；洪德麟，《臺灣漫畫閱覽》(臺北：玉山社，2003)，頁

81。
12 敖幼祥口述，腸子採訪整理，〈就是愛畫―我的三十年漫畫人生〉，收入《敖幼祥漫畫30

週年大全集》，頁78、80。
13 洪德麟，〈臺灣漫畫八十年〉，《新活水》，23期，2009年4月，頁18。
14 敖幼祥，《敖幼祥漫畫30週年大全集》，頁88。
15 顏艾琳，《漫畫鼻子》(新臺市：探索文化，1998)，頁164。
16 古采豔，〈What’s So Funny About Comics?―淺談漫畫媒體表現形式的圖像魅力(下)〉，

《幼獅文藝》，518期(1997.2)，頁89。 
17 「諧擬」是以詼諧的方式來模仿既有文本，以達到對原文本諷刺、嘲弄或致敬的目的。諧

擬以過去的文本為基石來發展創作，其成果卻帶有諷刺、反抗的意味。這種諷刺有時並

非是對原文本的挑釁，而是針對整個傳統的反抗，而表現出戲謔、滑稽、嘲諷的成分。
18 「交互干涉」是指當同一事物由不同的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理解時，其中的錯誤判斷就會

打斷人們的正常思維線索，使錯誤判斷和正常思維形成交叉，產生雙方由此及彼的聯

想。
19 在漫畫中，有時作者出現在其所創造的漫畫世界中並與角色互動，或者角色自覺其

為漫畫中的虛構人物，而與漫畫家產生對話，這樣的方式稱為「反身性」(reflexivity)策

略。在文本中，作者對自己的敘事產生反思，與自己對話，甚至直指文本的虛構性，也使

讀者對自己正在進行的「閱讀」活動產生自覺。游珮芸，〈幻滅與重生―手塚治虫《火之

鳥》研究〉(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84-85。
20 敖幼祥口述，腸子採訪整理，〈就是愛畫―我的三十年漫畫人生〉，收入《敖幼祥漫畫30

週年大全集》，頁74。
21 齋雲，〈億往事談烏龍〉，收入敖幼祥，《烏龍院：四格漫畫精選》，頁9。

圖片來源： 《時報漫畫叢書：爆笑烏龍院4》，時報文化出版，2009，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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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對象，而是虛構出只存在於漫畫世界的村莊，以村長

選舉為主題，影射臺灣的選舉文化，包括選舉造勢作秀、

政見發表會中的激進言論、候選人違法行徑與賄選問

題。敖幼祥這一批諷刺政治舞弊的漫畫作品發表於戒嚴

時代，雖然他並未指名道姓的抨擊政府、官員或候選人，

但其中的暗示意味明顯，也顯示出漫畫家的勇氣與反抗

威權之意。在貪污問題方面，一般人相信政府機關辦事

手續繁瑣，為尋求捷徑，於是產生紅包文化，使行政效率

更形低落。敖幼祥亦以人情關係、紅包文化為主題進行

創作，敖幼祥筆下的政府官員被塑造成貪污、腐敗、無能

的形象。

敖幼祥也抓住現代社會金錢至上的價值觀作為創作議

題，且貫徹於《烏龍院》漫畫作品中，從最早在《中國時報》

登載的漫畫，到至今仍在連載的作品，都可見到功利主義

與拜金主義的痕跡，並藉此製造出諷刺人性的情節。特別

是敖幼祥顛覆出家人安貧樂道的形象，將《烏龍院》中人

物貪財的行徑加以誇大和趣味化，更加突顯現代社會價

值觀念混亂的問題。臺灣人重利愛財的特點也表現在好

賭的行性上，在《烏龍院》系列漫畫中出現不少賭博、投機

行為及其產生現象的相關內容。《爆笑烏龍院5》中所收錄

的短篇連環漫畫〈槓龜忍者戰烏龜〉 
22
即在討論賭博的問

題，漫畫敘述槓龜派宋氏父子與大師父一場轟動武林的

賭局，在漫畫的開頭敖幼祥便諷刺道：「政治人物是拿人

民的前途來賭。商場競爭賭的是買賣計算。江湖人物用生

命來賭所謂的氣魄。大小考試賭的是有形的智慧。」
23
〈槓

龜忍者戰烏龜〉在故事的最後透過大師兄之口說出：「賭

博真是害人不淺哪！」
24
也透露出漫畫家對賭博行為厭惡

與輕視的想法。此外，《烏龍院精彩四格：花花木蘭》其中

所收錄的〈開獎寶貝〉
25
，則是以簽注彩票的熱潮與怪現象

作為主要的內容及揶揄的對象。

對於現代媒體的亂象，敖幼祥以戲謔的方式，嘲諷當

代的媒體生態與狗仔文化，顯現出大眾對於新聞媒體八

卦渲染現象的負面觀感。例如《烏龍院精彩四格：花花木

蘭》雖然以花木蘭作為諧擬的對象，但敖幼祥卻在故事中

加入新聞媒體的元素，畫出媒體注重軟性新聞，力求新聞

娛樂化的趨向以及狗仔文化。收錄在《烏龍院精彩四格：

墨汁拳王》的〈桃花十八〉
26
則是從女藝人桃花的角度出發，

顯現媒體關注個人私領域的訊息、新聞報導尋求娛樂化、

對於名人偏向負面的報導，以及記者以誇大戲劇化的方

式曲解事實的新聞呈現手法。

《烏龍院》中對於教育問題與環保問題的評論及反思，

與漫畫家本身有密切的關係。敖幼祥多次在其作品及訪

談中提到，兒時因患有嚴重的氣喘病常向學校請假，致使

功課進度落後，加上父親對於他在課業上的期望很高，使

得敖幼祥備感壓力。而敖幼祥的興趣和專長所在的繪畫，

卻因為家人的反對而延後了他的圓夢時間。敖幼祥在其

創作作品中，亦表露出他對教育制度與社會風氣的不滿，

即是受到他個人經驗的影響所致。收錄於《烏龍院精彩四

格：偷天換日》的四格漫畫〈少年狀元〉
27
即探討現代的升

學主義與補習文化，故事內容敘述烏龍院小師弟為了得

到皇帝懸紅的「狀元大獎」，而進入以嚴厲出名的補習班，

成為兩師父的重點培養對象。敖幼祥在漫畫作品中以同

情的眼光描述在傳統價值觀念與升學主義的風氣之下，

現代學子所要面對的繁重課業與龐大壓力。

移居至花蓮之後，敖幼祥也逐漸關注生態環境的問

題。1996年6月10日，敖幼祥參與「反臺泥行動聯盟」的抗

議活動，反對花蓮市擴建水泥廠，避免空氣汙染、噪音汙

染的危害。反臺泥行動聯盟至議會抗議遭到警方出動強大

的警力阻擋，在推擠過程中敖幼祥左眼上方掛彩，也登上

新聞版面。
28
敖幼祥以行動實踐對大自然的愛護，也與其

創作方向與內涵的轉變一致，並在其中表達他對於保育動

物的關懷以及對生態環境汙染的憂心。而在《烏龍院》漫畫

系列中，收錄於《爆笑烏龍院3》的短篇連環漫畫〈打虎英雄

傳〉
29
以及《烏龍院精彩大長篇：御獸園》，敖幼祥以諧擬武

松打虎故事的方式，探討人類對於野生動物的濫捕濫殺，

造成物種瀕臨絕種。

圖片來源：《時報

漫畫叢書：敖幼祥

的漫畫中國成語

(1)》乙書封面



492012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31(3)

敖幼祥漫畫資歷已有30年，其作品包含豐富的內容且為

數可觀，也獲獎無數。從1980年獨立創作《皮皮》至今，敖幼

祥出版的作品已逾200本，其中，尤以《烏龍院》系列風靡世

界，並被改編為動畫電影、布袋戲、真人電視劇和Flash動畫

等。1990年10月《中國時報》舉辦票選「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籍」

活動，在漫畫作品中，敖幼祥的《烏龍院》被選為民國70年

代影響我們最深的書籍。
33
《烏龍院》具備通俗性，有高度的

市場適應性和商業性，因此烏龍院裡四位主角能跨越各世

代，歷久不衰。敖幼祥的漫畫生涯，幾乎可以和《烏龍院》畫

上等號，或者說《烏龍院》是最能代表敖幼祥的漫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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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拙趣的筆觸與內容，來諷刺社會中的現象，發揮漫畫

的評議功能，以漫畫進行對現代社會的反抗與批判，並且

透過媒體的傳播影響輿論。

敖幼祥的《烏龍院》自1980年代開始連載以來，就深深

影響並帶動著臺灣的漫畫產業，擴大了臺灣漫畫的讀者

群，也讓1980年代成為臺灣漫畫創作再起的轉捩點。
32
《烏

龍院》以功夫喜劇為形式，構築出虛擬的武林江湖，以中

國傳統的題材獲得廣大的迴響。《烏龍院》漫畫中常見將中

國文學或典故做戲謔性的引用，甚至對其諷刺批評。敖幼

祥在《烏龍院》中創造出不存在的時空背景，可以自由發

揮創意，虛構時空的設計，避開了國家興亡的歷史，也得

以避免政治上的忌諱。

敖幼祥的漫畫作品充滿溫情、理想與人文關懷，也常

見當代流行事物和時事的戲謔。《烏龍院》漫畫中所呈現的

社會批判，與敖幼祥的個人成長經歷和生活背景有密切

的關係，其中也加入了漫畫家個人的主觀意見，但是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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