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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圖卡米客」系列講座

韋宗成、妖子老師的漫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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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不僅是文獻典藏

機構，同時是國內出版品的法定送存機關，「漫畫」

也包含在送存出版品之中。自民國 99 年 2 月 23 日

於本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正式啟用「漫畫屋」專

室之後，除了提供舒適的閱覽空間，也典藏各類漫

畫及教學技法書籍，藏書量至今更已高達近 5 萬冊

（件）。

本館近年為活用館藏，及推廣漫畫相關文化產

業，提供主動式服務，結合展覽及講座，邀請漫畫

家／插畫家和學者演講分享，已陸續辦理漫畫大師

劉興欽老師的「臺灣風．流．漫畫展」、「第一、

二屆金漫獎特展」、「漫畫有品故事創意競賽」得

獎作品展覽，以及「漫遊臺灣－從漫畫認識福爾摩

沙」等主題展覽，深受讀者喜愛及支持。

　　107、108 年連續兩年邀請橫跨多領域的漫

畫／插畫家和讀者面對面分享。107 年「漫遊臺灣」

主題展，邀請知名漫畫家 AKRU 分享在漫畫／插畫

路上的經驗歷程，並現場示範繪畫技巧；108 年「漫

畫．漫話」系列活動，邀請三位型男漫畫家謝東霖、

Pony 以及微疼，分享他們在漫畫與多平臺上的經

營心得，並傳授漫畫腳本的編寫技巧，也請到漫畫

／插畫家呂淑櫻指導「Q 版人物動手繪」活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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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辦理「動漫人物台詞」徵集活動，留下或感

傷，或奮鬥，或溫暖，或充滿人生哲理的「經典台

詞」。109 年延續前兩年讀者的好評熱潮，以「國

圖卡米客」為名規劃全新系列講座。

二、講座規劃

隨著科技發達及網路便利，在幾乎人手一支手

機的時代，漫畫及動畫不再侷限於紙本或電視、電

影院，也以多種媒體介面呈現，目前已有朝網路漫

畫及影視平臺，或跨領域發展的趨勢；漫畫家在繪

圖上的文化事業版圖，也不再限於漫畫，他們的作

品同時在各類插畫作品、電玩相關設計、貼圖等領

域大放異彩。

為了因應時代趨勢，本館 109 年「國圖卡米客」

系列講座，特地邀請經營多領域／多平臺的漫畫／

插畫家現身說法，介紹漫畫／插畫作品，分享自身

經驗及傳授獨家功夫。漫畫除了要有引人入勝的劇

情，更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角色，因此邀請屢

獲獎項的《冥戰錄》作者韋宗成，與作品在網路平

臺廣獲迴響的漫畫家妖子，現身說法有關角色人物

的塑成，並分享各自的繪畫小撇步，讓對漫畫或對

此職業有興趣的讀者，能有更進一步了解與認識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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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場講座：韋宗成的台漫世界！

109 年 9 月 19 日（六）下午 2 點，「韋宗成的

台漫世界」在 3 樓階梯教室熱鬧展開！主持人李國

裕先生 Cosplay 韋老師作品角色，問在場聽眾有沒

有覺得「藝術視聽中心的靈動值非常強大……」接

著李宜容主任致詞歡迎韋宗成老師，表示本館不僅

是漫畫的法定送存機關，也有漫畫屋豐富的館藏，

日後也會持續辦理相關活動，同時謝謝韋宗成老師

肯定本館重視臺灣漫畫家，保存資料的用心，捐贈

《八卦山》、親筆簽名畫作一幅、及在國圖紀念杯

親筆簽名並作畫，供本館典藏。

知名漫畫家韋宗成老師，也是「創意漫畫大亂

鬥」站長，以《八卦山》、《冥戰錄》、《六都爭霸》

等作品屢獲獎項，作品以「本土題材」與「惡搞幽

默」風靡全臺，《冥戰錄》女主角林默娘更是在漫

迷中聲名大噪。講座一開始，老師就說明他個人喜

歡與歷史有關的物件，而且作者的喜好如果能和創

作結合，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因此老師分享聽眾

三項心得：短篇漫畫、長篇漫畫、如何確立畫風。

除了分享創作心得，老師也示範如何從無到有

畫出一張漫畫，講解漫畫的構成要素，在創作時漫

畫風格不同，人物的構成畫法也不一樣，甚至是骨

骼架構及周邊配件等，都是要注意的細節，才能畫

本館知識服務組李宜容主任（左）代表本館，接受韋宗
成老師（右）致贈本館典藏作品

出不同的成果；同時說明不同的作品創作，都要有

「爆點」，才能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品也要有

自我風格，因為風格就如同品牌形象，才能讓讀者

辨識作者。

在網路世代，有許多能幫助創作者行銷的社群

平台。有聽眾聽了老師說明，才了解漫畫的背後有

這麼多細節，問背後是只靠老師一人，還是有其他

人可以幫忙，老師回答，漫畫家專心創作，背後的

細節就靠編輯幫忙注意及提醒，編輯也會協助作品

的行銷；也有讀者問老師會去漫畫大國日本發展

嗎？老師回答目前計劃以臺灣題材的漫畫為主，所

以不會去日本；最後有讀者問老師書中的場景，是

真的有去勘景，老師回覆為了忠於現場環境，會和

編輯一起去現場勘景。

第一場講座韋宗成老師主講（109 年 9 月 19 日）

四、第二場講座：翻開妖子的繪畫本

在幾個雨天後的秋日午後， 109 年 10 月 24 日

（六）下午 2 點第二場講座，請到擁有豐富創作經

驗的漫畫家妖子，於 2 樓中心藝廊演講「翻開妖子

的繪畫本」。主持人李國裕先生一開場，就發揮冷

面笑匠的功力，將老師作品《Love Again_ 重新再

愛？》裡面的三位主角融入小劇場，向妖子老師致

敬；本館李宜容主任致詞歡迎妖子老師，並謝謝妖

子老師捐贈親筆簽名畫作 1 幅、明信片、及在國圖

紀念杯親筆簽名並作畫，供本館典藏。

「國圖卡米客」系列講座：韋宗成、妖子老師的漫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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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子老師遠道從屏東來和北部的粉絲見面，分

享這些年的創作歷程。老師一開始就說明自己從

小以畫小劇場的方式，和大家分享內心的情感及

想法，也感動家人轉而支持老師的理想。老師第一

次嘗試偏少年風格的作品，是在《漫道週刊》連載

《歸去來兮》時期，因為這部作品，老師才了解自

己較適合走少女漫畫風格，也才有後來的《逢．時 

| Somewhere in time 》、《Love Again_ 重新再愛？》

等得獎作品，老師同時勉勵在場聽眾多方嘗試，就

能找出適合自己的風格。

在分享創作經驗時，妖子老師除了以短篇作品

解釋，講解漫畫的構成要素，也現場示範繪圖技

巧，及需要注意的細節，更不忘強調在漫畫創作時

的分鏡稿、草稿、線稿及完稿的過程中，她最重視

「分鏡稿」，因為在這裡就會決定台詞、畫面的流

程、構圖，及故事是否會有反轉的結局，後續的過

程都是依照「分鏡稿」進行；老師也給了很實用的

建議，就是練習時，可以針對不同主題特別練習，

這樣進步才快；此外，老師也建議可以多看漫畫老

師的紀錄片，就可以學習大師們創作漫畫的經驗。

關於創作漫畫的特質，老師認為毅力最重要；

其次是要以誠心面對作品及讀者，不要先想到商業

利益；最後就是不要怕失敗，因為失敗是日後成功

的養分。對於在場聽眾最想知道的漫畫家要如何維

持生計，老師說明漫畫的收入來源，沒有大家想的

狹隘，除了漫畫創作，現在也有很多從漫畫創作延

伸的工作，老師以自身為例，除了本業的生活圖文

創作、創作劇情漫畫及角色設計，也以自身經驗進

行教學推廣、線上教學、周邊商品設計、品牌推廣、

與社區合作，以及個人故事繪製等；對於未來則希

望能成為個人作品指導、繪師經紀人，也想推動漫

畫影視化。

五、結語與迴響

「國圖卡米客」系列講座，讓我們看到踴躍參

加的讀者，全心投入二位老師的經驗分享，等著老

師回答心中對漫畫的各類疑惑，其中更不乏熱愛漫

畫的熟識面孔，在面對求知若渴的臉孔及接踵而至

的問題，二位老師不吝分享個人創作歷程與心得，

也都強調創作時自律的重要，以及不要先想到商業

利益，而是要以誠心面對作品，及感謝讀者的支持；

同時老師們為回應現場粉絲的支持，限量贈送有提

問的聽眾，由老師親筆簽名的作品以及作品周邊。

透過這二場講座的聽眾回饋，以及李宜容主任

提問在場聽眾，很多年輕讀者，是藉由講座活動才

特地到本館，進而認識國家圖書館，本館也藉由活

動的辦理，讓不同年齡及領域的讀者，增加認識本

館豐富館藏的機會；也希望沒有漫畫就茶不思、飯

不想的漫迷，以及還不認識漫畫魅力的讀者們，能

一起成為「國圖卡米客」，到本館藝術暨視聽資料

中心「漫畫屋」閱讀漫畫，感受漫畫家筆下的酸甜

苦辣，參與本館閱讀漫畫相關活動，認識更多漫畫

相關文化。

第二場講座妖子老師主講（109 年 10 月 24 日）

「國圖卡米客」系列講座：韋宗成、妖子老師的漫畫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