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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關於本書

本書《幼兒流變課程：德勒茲、編織與課程學者的多種理解》（Young 

children becoming curriculum: Deleuze, Te Whāriki1 and curricular understandings）出

版於 2013 年，是 Gunilla Dahlberg 和 Peter Moss 主編的《爭論中的幼兒

教育》（Contesting early childhood）叢書中的一冊。作者 Sellers 本來是紐西蘭

（New Zealand, Aotearoa）的幼稚園教師，目前為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

學教育系（RMIT University）邦多拉校區（Bundoora Campus）的講師，

近三年的主要著作有 2015 年的《和（一）分裂分析運轉……（和）分裂

分析運轉》（Working with (a) rhizoanalysis...and working (with) a rhizoanalysis）、

2013 年的《與遊戲遊玩：關於遊樂的輕盈書寫》（Playing with play(ing): 

play-fully writing about play）以及本書。 

楊宏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博士，E-mail: jking306@gmail.com
1 Te Whāriki 為毛利語，象徵毛利人的一種文化傳統，以編織的手法將各種事物整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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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編者達爾柏格和莫斯在本書的前言說，Sellers 撰寫本書的風格

是以「部署」（assemblage）的方式去「散布」想法與內容，不論是部署

或散布，都與有計畫的安排或陳列相對。部署本身以無中心的放射方式

運轉，由此讓媒材得以連結與銜接，讓意義得以被創造出來。Sellers 承

襲 John Dewey（1859~1952）的概念與 Gilles Deleuze（1925~1995）的筆

觸，並以類似《千高原：資本主義與分裂分析》
2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以下簡稱《千高原》）的書寫模態將本書內容

幻化為一座座的「高原」（plateaus）。在這書原中，讀者可以從任何的角

度欣賞文貌，也可以從任一章節進入閱讀，更可以任意組裝，所以「書」

沒有僵化的「目」，只有「快意」的讀。故在 Sellers 的本書中，沒有過

去繁瑣與序列的編排原則，只有內容與內容之間的更迭與遞送，也只有

高原與高原間的綿延及震動。 

貳、內容導讀 

一、序言：沒有起點與終點，只有流變與繚繞 

Sellers 開始接觸 Deleuze 與 Guattari 合著的《千高原》一書時，便深

深地被「地下莖」（rhizome）與「多元連結系統」等概念所吸引。地下

莖的方式凸顯每個「莖節」（nodes）彼此之間的相互串流，讓每一個莖

節彷彿是一個具生命意義的有機體，在它之間沒有所謂的限制性，彼此

互聯的結果顯露出 Deleuze 與 Guattari 所競逐的「部署」特性。此特性

襯托出媒材的隨意布置以及恣意揮灑，而非過往序階的線性思維。 

                                                                                                                    
2 此書乃 1980 年由 Deleuze 與 Guattari 所合著，前者是一位哲學家，後者則是一位心理

學家。儘管兩人的學術背景是如此不同，卻能以四手聯彈的方式創作出一本極具挑戰

性的文本。此書最大的特色在於消除了作者的聲音以及沒有章節序列的編序，讓讀者

可以自由閱讀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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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新構思課程：繪製一幅／多幅流變之環境 

身為一名 Deleuze 或後結構主義的研究者，Sellers 欲藉由「地下莖」、

「中間生成」（in-between）的方式讓媒材、知識與課程之間的關係活絡。

她將「閱讀─書寫─思考」（reading-writing-thinking）等方式串聯，建立

起一種複合式的動態元素。此元素不僅是 Sellers 將 Deleuze 的概念轉化

成實際操作的「工具」，更是一種「非哲學」（non-philosophy）式的思考。

而書寫正是在工具與思考之間的擺盪，才能瑰麗出鮮活的意義，這也就

是為何 Sellers 喜愛讓學生透過雙手的操作去製造出屬於自己的意義。 

作者延展 Deleuze「地下莖」的概念，取消書中章節的順序，在沒

有固定「起點」也沒有最後「終點」的框架上進行書寫，將閱讀變成為

一種「悅」讀，也是一種「越」讀。以 Deleuze-Guattari 的部署哲學作為

本書的建構依據，強調的是沒有固定的起點，任何一點都很可以發展成

另一種思考點，如此不斷地延伸。由此所發展出的課程，導向將學生學

習導引到一種「運動」性質的學習生命（living-learning），不斷開展變化

的運動模態。這對 Sellers 而言，學習的生命不是答案的獲尋，而是一種

將異質媒材的部署，它總是在中間依賴著其他生物體的運動與生物性本

能的速度，所以學習只有快慢，沒有優劣。 

在本書中，作者取消了循序漸進的章節流程，只留有內容的意境而

無章法。以下是論者從書中擷取出的意義圖像以分享給各位閱聽者： 

（一）重思課程──中間生成的流變繪製 

重思課程──「幼兒流變課程」及「課程流變幼兒」。指的是課程的

內涵來自幼兒的體驗，而幼兒的經驗又將成為課程。早期幼兒發展的課

程都是以心理學中幼兒發展的觀點為主，並輔以科學研究的角度去蒐集

幼兒認知，但此種依身心階段發展而劃分的學習方式有違當下多元文化

的價值觀，已受到許多挑戰。作者 Sellers 為凸顯課程乃多元媒材的部署，

於本書中引介了紐西蘭於 1996 年所推行的一種「Te Whãriki 幼兒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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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Whãriki 乃毛利語，原指編織的草席（woven mat）（pp. 38-39）。對

毛利人而言，此字象徵著：將各種圍繞在幼兒周遭的主題或議題交互編

織的一種隱喻，以供人站立其上。此課程所賦予的空間讓所有語言與文

化得以保留與運作，它不是為主流文化價值所添加，而只是提供一個方

向。它像是一個沒有食譜的課程，提供著諸多可能性的解釋。Te Whãriki

課程是一種兼具「複雜」與「生態性」的生命學習，為了拓廣生命的學

習，Sellers 將 Deleuze 關於「和」（and）的概念轉化至課程教學中，包含

了幼兒的語言與非語言、學校權力系統的運作與個體生命能量運轉等的

內容加以混合，由此開展出多元的敘寫遊戲（graphic-narrative play）。Te 

Whãriki 創造出的課程，類似蜘蛛結網而非傳統心理學、情緒理論或社會

技巧般那麼重視步驟與流程，所以 Te Whãriki 提供了一種多元視野的課

程觀點。 

Sellers 將 Deleuze 的地下莖概念視為一種繪製地圖的工具，藉由編

織草蓆與繪製圖形的方式去進行「解疆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運動。

課程內容成為了一種在「中間」（milieu）生成與流變的部署，在各種環

境與各類媒材中不斷被具現化，沒有傳統的起點或終點，只有思想與思

維的方向引導，以展現課程即游牧的解疆域行動。Sellers 透過 Te Whãriki

與 Deleuze 的學說，融合了「中間」與「節奏」（rhythm）感於其中，以

凸顯學生在課程學習中的遊戲的表現力量（force）。力量是一種媒材之

間相互牽引的張力，它沒有中心也無法預測，只有不斷運動。 

（二）根莖式繪製與遊戲 

「遊戲」在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遊戲做為課程的活動，乃 Sellers

結合課程的理念與 Deleuze 的方式，所產生的一種兼容課程與教學的實

踐。此實踐為學生提供了一種表述空間，讓學生得以有參與和表現課程

的機會。至於學生是如何將此複雜的課程表現出，根據文脈，Sellers 以

三種課程遊戲來進行擘畫：（1）金髮；（2）巧克力工廠和（3）泥怪。

每一種遊戲都是透過學生所喜愛的大眾文化所設計，在巧克力工廠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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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中，5 名學生（Kane、Rylie、Callum、Alec 及 Nic）為一組，主要的任

務是將沙與水混合並裝入不同容器中。此外，在巧克力的遊戲之中，其

他 4 名學生（Nic、Alec、Kane 及 Josh）也會進行玩泥怪遊戲，以沾滿

泥沙的雙手去型塑不同的怪獸。而其他學生（Libby、Lee 及 Alice）則進

行金髮女孩的遊戲，透過沙與水的混合去製造出蛋糕，不同於先前的製

作巧克力的遊戲。Sellers 將這些遊戲串聯，為這三種遊戲之間締造了彼

此的逃逸路線，將錯縱複雜的關係連結，讓每一位遊戲者可穿梭其他的

遊戲，就彷彿一位行者以行動在不同的高原間穿梭，而每一個遊戲之間

則透過平滑時刻產生連結，讓遊戲與遊戲之間是不斷延續與發展。這些

遊戲是將 Deleuze 地下莖流動的概念置入課程中的一種運作，它消除「單

一」領導的階層管理，並以「和」的方式將「無論何時」、「無論如何」

與「無論什麼」等串聯起來，藉此可以看見學生對想法、創新及創造力

的想像。 

（三）幼兒／動能的流變 

「幼兒流變、充滿動能的流變」。除了遊戲之外，Sellers 於本書亦透

過後結構主義者的觀點重新闡述關於「幼兒」（children）與「幼兒期」

（childhood）的差異，以此凸顯幼兒的主體性及 Deleuze 對於單子、游

牧式的流動的概念。於此，她省思過去西歐傳統上對於主體的概念以及

現代性下的「增權賦能」（empowerment）一詞的說法，她認為這是一種

某人對某人應做某事的一種由上到下的互動關係，內隱著「控制」的氛

圍。此概念對幼兒的學習而言，也表達著成人對幼兒學習的介入，方能

使其成為一種成人觀點下的「存在狀態」（state of  being）。為了加強「動

能」的概念於孩子的表現上，她將 Deleuze 與 Guattari 於《千高原》一

書中所引介的兩種法文「能」（pouvoir）與「能量」（puissance）來解釋

“power”3
一詞。前者傾向 Foucault 對權力的解釋，而後者則被導向是複

                                                                                                                    
3 此處筆者之所以不翻譯，是因為一旦翻譯，便會為 power 一詞下了註腳，故此仍以原

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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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非線性的多元互動關係，它表達的是「可能範圍」（range of  poten-

tial）。Sellers 所談的流變幼兒及其充滿動能，彼此之間是相互「穿梭」

的動態歷程，完整的敘述應該是：充滿動能是流變的過程──流變幼兒、

流變充滿動能！動能因為流變的關係變成無所不在，也賦予幼兒學習過

程的多樣性。此呼應 Deleuze 對動能的解釋：動能沒有本質，它單純的

只是操作與關係的互動。Deleuze 鼓勵人們於思想中進行思索（thinking in 

thought），這部分的實作也被 Sellers 用於課程中，讓孩童們在遊戲世界

中得以有創作的空間。課程變得複雜與有趣，不再是固定的形式了。 

（四）內容──素材的再思 

在「物質性內容──物質性素材」上，作者闡述了自己一路書寫的

心路歷程，她將「流變─研究─書寫─思考」等不同方式交錯綜橫成為

一體，「思考─書寫」反映的是該如何處理重要的議題，也就是該如何

將人類／媒材的關係形塑成高原「漾」
4
態的「流變─研究」，而不是以

過去的線性附加模式處理。為了捕捉文意的流變，Sellers 歷經多次挫折，

曾有一位同事對此建議：就寫啊，然後再改！但此方式與過往的書寫並

無太大的差異。所以為了更加捕捉 Deleuze 的書寫模態，作者採取信封

「皺褶」（envelop）的方式讓文句之間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以一頁雙

行的方式（pp. 161-170）來表現書寫的內涵，讓閱讀及書寫彷彿在高原

中游走，得以交錯以生新意。高原中的學習過程，既沒有目的也沒有方

向，只有在「速度」、「休息」、「流動」與「運動」等的生物性狀態下不

斷進行的學習生命。 

不論是閱讀或書寫，它沒有終點，有的就只是不停轉換與「和」的

連結（不停換到其他高原）。 

 

 

                                                                                                                    
4 「漾」一詞，論者採取「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之解釋：水波搖動的樣子，

用以指陳非固定形式的多變化，所以不以「樣態」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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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評論 

作者 Sellers 結合紐西蘭傳統的編織課程，並將再概念化學派對與課

程的拉丁字根 currere 與 Deleuze 等人之學說加以整合，以「中間」、「根─

繪圖」（rhizo-mapping）、「力量」與「遊戲」（play）等概念型塑一套 Deleuze

式的課程。本書的體例仿造《千高原》漾態，打破過往循序漸進的章節

鋪陳，目的在於將閱讀的方式導向一種無順序的樣式，讀者可任意從文

本中的內容處作為起點，進行閱讀。但這對非熟識後結構主義者而言，

無疑是一種閱讀上的挑戰，畢竟大多數的讀者都早已習慣有順序與結論

式的文本，突然間以開放閱讀的方式讓讀者可徜徉其中，對某些人而言

確實會有適應上的難處。對此，作者的處理方式似乎亦是有顧慮到此，

故除了在序言中清楚交代如何以 Deleuze 的書寫進行表述外，在後續的雜

記上亦以「雙行並列」的方式去闡述她個人是如何讓文意產生流動。 

但對於 Sellers 以雙行並列的方式處理文本，筆者對此稍有疑慮，畢

竟 Deleuze 撰寫《千高原》之用意之一便是在突破文本中的「上下階層」

與「二元分立」的關係，但雙行並列的方式並非理想，且有可能會加深

此差距。若對此欲尋求一種解套，筆者認為回歸到 Deleuze 的理論以尋求

突破時，「同心圓」的高原模式不失為一種撰寫策略，作者可依「主題」

分述各種內容，跳脫二元分立的思維架構，讓各種文本中的意義彼此間

有了更多的交流，如此應更能貼近 Deleuze 所倡導的沒有起點與終點之閱

讀。 

最後，身為一名課程研究者，Sellers 將 Dewey 與的概念加以連結，以

currere 的字義與 rhizo 的字詞作為開展課程，避免二元對立的侷限，以開

創出一種流動、不斷更迭與兼具脈絡性的知識。此方式所呈現出的一種

再概念學派與後結構主義之間的課程研究，對我國的課程研究而言，特

別是那些欲從事此方面研究的人員而言，無疑是一種參考範例。Sellers 藉

由 Deleuze 對於解／再疆域的方式模糊了課程的界線，創造出一種新的逃

逸路線。讓學習者在這條線上，有了製造聲音的表現自我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