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青春紀事

擇我所愛，愛我所擇

你
不是臺大的嗎？怎麼跑去畫插圖！」是我

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我同意這的確很少

見，不過我也想問：為什麼念了臺大就不能去畫

插圖？我在臺大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人，儘管來

自相同系所，畢業後選擇的出路都不盡然相同；

除了最多數選擇繼續攻讀公衛相關研究所之外，

有人考高普考、調查局、機師，有人去念電機研

究所、學士後醫學系。也許就是因為這麼多同學

各自選擇不同的未來，也鼓舞了我選擇自己所愛

的勇氣。我倒覺得，正是因為這些經驗，讓我明

白選擇自己所想要的並沒有「背叛」臺大、或本

來所學專業；勇敢並誠實面對自己的理想，才是

真正發揚身為臺大人的精神。

上大學之前，我不過就是個在屏東長大、在

臺南讀私立中學的普通學生。當時對臺大的認識

僅僅是「臺灣最好的大學」，從未將臺大視為目

標。後來進入臺

大就讀後，才發

現跟我原先認知

的完全不一樣。

臺大引以為傲的

學術面成就，從

學習環境上就能

明顯感受到；從基

礎必修的中文、歷

史、有機化學，到

系上必修的生理解

剖、微生物免疫學、

文．圖／康宗仰

「 流行病學實例討論，甚至是選修的通識課程與體

育課程等等，每一堂課所需硬體設施都俱備，老

師的素質都很高，這些資源讓我在課業上的學習

自是事半功倍。現在我還在臺大的語言中心學習

日文，在「學習」這件事情上，臺大著實給了我

許多幫助。

此外，臺大自由多元的學生社團活動，也是

一大特色。畢竟社團活動最能凸顯一所學校學生

的特質，也是該校學風最直接的表現。班上同學

幾乎都有參加社團，因此聚在一起時，聊的話題

都是繞著社團轉。譬如參加「蛋糕研究社」的談

怎麼做蛋糕，在「形意拳社」的分享參悟人生；

而我則加入從小夢寐以求的公衛系籃球隊，愛

打球的我終於有了一個歸屬。另外，系上每年都

有「公衛服務隊」出隊服務，宣導正確的衛生觀

念，並收集當地環境及衛

生習慣等資料做分析及研

究。除了人際關係的互

動，為了辦活動做規劃和

執行的過程，更學習到

可貴的經驗，同學之間

也因此建立起有如戰友

般深刻的友誼。

臺大是間學風如此

自由的學校，曾經受

過臺大教育的我，在

面對人生的想法上自

是有些不同。打從國繪本發表日與
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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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起對讀書就沒有太大熱情，經常在課堂上塗

鴉，從沒想過將繪畫做為職業，直到大學時女友

發現我喜歡畫圖，鼓勵我到坊間的美術班學習正

規的繪畫訓練。儘管前後只有一年，卻讓我從中

規中矩的人生路當中，隱隱發現另一條路。

大四上學期，正是應屆畢業生報考研究所、

或為出國留學做準備的時候，我卻跑去選修圖資

系課程「性別與童書繪本」。這堂課請來許多客

座講師，有繪本界相當有名的幾米、賴馬，以

及翻譯並引進許多兒童繪本的林真美、柯倩華老

師等。從幾米等插畫家所分享的創作過程及生涯

經驗，讓我認識到成為一名插畫家應該要具備的

條件及需要面對的問題；林真美及柯倩華老師則

引導我們如何去欣賞繪本創作，進而從這些作品

得到創作的原則以及靈感的啟發。他們的經驗分

享不但加深了我對兒童繪本的認知及喜愛，我也

在那堂課的期末作業中，創作了屬於自己的生平

第一本繪本「西瓜子．西瓜樹」。當然畫技實在

參加「Sidewalk Art Festival」繪畫比賽得到碩士組第一名。

用圖像為孩子們說故事，圖為《咱的囝仔咱的歌》選圖。

不怎麼樣，卻給了我「創作原來是個可以這麼快

樂的工作」的啟發，而讓我對於成為一名插畫家

更加嚮往。回想起來，後來會立志走上插畫這門

行業，那堂選修課的經驗給了我非常大的影響及

鼓舞；儘管在臺大的主修無法真正得到自己想要

的，但臺大所擁有的豐富多元的課程，讓我在追

尋人生的方向時適時開了另一扇窗。

雖然正視了自己對於繪本創作的興趣，但貿

然轉換領域也是個很大的賭注，因此決定在當兵

時好好思考自己的未來。很巧地，有一所美國的

藝術學院來臺灣舉辦說明會，因此趁著休假空檔

與該校的招生人員做了面談。那次面談讓我對這

塊未知領域的疑惑得到了解答，讓我原本猶疑的

心終於下了決定。在得知我的選擇後，父母沒有

表示過多的反對，只是一再確認我是否清楚這樣

決定的出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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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紀事

出 國 學 習 藝

術，不但豐富了我

的生命視野，而

且在思考上更有

彈性。在臺灣，

所謂的藝術創作

多半是著重在技

法、素描能力，譬

如瑪莉娜（Marina 

A b r a m o v i  ）的

表演藝術作品－

《The Artist is Present》，和一張精美的水果素

描畫，比較多人認為後者才是藝術創作。但看了

國外同儕的作品及經過共同的討論賞析，才發現

原來藝術創作方式是可以如此靈活多變，最重要

的不是技巧，而是創作的「想法」。了解藝術家

的想法，再搭配作品來解讀，就會有更多感動。

同學當中除了大學畢業後轉換跑道的，還有本來

就是插畫家、甚至70多歲的女性，讓我感受到美

國對於「再教育」的想法比起臺灣要自由許多。

最值得一提的是，還有街頭藝術比賽、露天電影

展、義賣會，以及各色藝術活動、畫展及藝術家

的交流茶會，都可

看出藝術是如何直

接且自然地存在、

在這個國家、在人

們心中。

學成回國後，

約在兩年前，向一

間兒童雜誌毛遂自

薦、接下了生平第

一份插畫工作，正

式開始插畫家的生

涯。儘管創作的過程是有趣的，但既然是工作就

相對會有壓力，這也是我首次感受到喜愛創作以

及將創作做為一種職業的不同；也因為是創作，

每個案子都要有不同的創作方式，因此一開始的

確適應地有些辛苦。所幸蒙上帝的眷顧，經由不

斷地接案，累積了不少的經驗及自信，已經準備

出版第三本繪本作品。我的人生是在進行到一半

的時候突然大轉彎，相較於其他的同業來說晚了

點，但我相信並堅持「擇我所愛」這個原則，也

會繼續地「愛我所擇」，讓自己的夢想持續下

去。 

《臺灣教會公報親子報》作品「糊塗的聖誕老人」，傳達生命之愛。

康宗仰小檔案

臺大公共衛生學系學士；美國Savannah College of Art & 

Design, MFA。自由插畫家，與多間兒童讀物出版社、

臺灣教會公報社合作。繪本作品有《咱的囝仔咱的歌》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出版）；《搶救消失的風景線－海

中王者的悲劇》（小螢火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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