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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兒童文學概述
◎ 徐錦成

前言

在歷史的長流中，一年的時間其實很

短，以一年的時間觀察文學的變化，事實

上有所侷限。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每一

年都可能是關鍵的一年。積少成多，一本

文學年鑑在文學史上或許輕薄，但若年年

續編，累積下來的能量與意義未可小覷。

對於台灣兒童文學的興衰，我們經

常可聽到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

見是認為兒童文學愈來愈興旺。持這種意

見者，通常會舉出這些例證：書店裡的繪

本愈來愈多、愈來愈精美；兒童故事團體

（如：說故事媽媽）日漸增多；經常有兒

童劇團在各地演出；以兒童文學為題的學

位論文愈來愈多、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也

經常召開⋯⋯。當然，這些意見都有迷

思，因此才有相反的看法產生。

憂心台灣兒童文學未來的人會認為：

兒童文學作品發表的園地逐漸消失，而本

土作品的出版與外國作品相較不成比例；

說故事團體所使用的故事文本多半是外國

繪本，並非本土創作；兒童劇團下鄉公演

雖受到歡迎，但場次仍少，且演出的劇本

是使用多年的同一齣，兒童戲劇劇本文學

仍是弱勢；兒童文學學位論文及單篇論文

的數量增多是事實，但學術價值卻不是以

數量來論的⋯⋯。

這些意見，不論正反，都可自成一

說，而本文不擬在這個問題上糾纏。說到

底，不管「變」與「不變」，若放大到歷

史長流的脈絡來看，均屬常態。然而撰寫

年度報告，若僅是行禮如儀地羅列出兒童

文學界的例行活動，而對於相關人事不做

判斷，那未免辜負了長期位處台灣文壇邊

緣的兒童文學的一年一度的發聲機會。筆

者相信，相較於許多「不變」，某些細微

的變化更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因此，觀察

這些細微的變化並思考其來龍去脈，仍將

是筆者行文的重點之一。

一、值得期待的台灣繪本理論建構

兒童文學並非像小說、散文、詩歌

一樣，是一種文類；而是許多文類的集

合。公認的兒童文學文類，至少包括兒

歌、童詩（或稱兒童詩）、散文、童話、

故事、傳記、小說（包括兒童小說及少年

小說）、戲劇、圖畫書（或稱繪本）等。

僅以兒童文學的範疇來看，我們可看出，

這幾年來較有表現的文類是繪本、童話及

少年小說等 3 種。其餘兒童文學文類的成
績，相對來說較為沉寂。

就文化產值的觀點來看，繪本的產值

遙遙領先於其他文類，這點無庸置疑。但

若不談產值而回歸文學，僅就 2006 年台灣
的繪本成績來看，我們仍必須說，外國繪

本的光芒仍大大掩過本土繪本。不過，有

一個現象卻令人充滿期待，那便是：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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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繪本理論與批評漸有表現。

從兒童文學的角度來說，不論是外國

繪本或本土繪本，好繪本就是好繪本。但

站在台灣文學的立場，我們必須將兩者區

分。台灣的繪本作品出版若以量計，外國

繪本遠遠超過本土繪本。而台灣若說有繪

本理論，多年來也是依賴外國進口。台灣

本土的繪本理論建構，直到這幾年才有萌

發的跡象。

2004 年 11 月，洪文瓊出版了《台灣圖
畫書發展史》（台北：傳文文化）。這本

文學史在書寫上依賴出版紀錄甚巨，並未

針對圖畫書的文本做文學性的發展探討。

甚至可以說，這是一本《台灣圖畫書出版

史》。但即使如此，這本書對於台灣本土

的繪本理論的建構仍有奠基的作用，它提

供給日後的台灣繪本批評一個史料性的認

識基礎。

2005 年 9 月，由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
究所主導的學術性季刊《繪本棒棒堂》創

刊，台灣終於有了一個專業的繪本評論平

台。該刊出刊穩定，對市面上的繪本出版

品提供詳細的資訊與討論。但該刊畢竟並

非針對台灣繪本創立的雜誌，因此內容一

如書市的繪本出版狀況，以外國繪本為大

宗。從台灣文學的角度看，這是較為遺憾

的一點。

 2006 年 9 月，從事繪本創作與出版多
年的郝廣才出版了《好繪本如何好》（台

北：格林文化）。這本書內容紮實，寫法

深入淺出，對想認識繪本或有興趣從事繪

本創作的初學者來說尤其有用。郝廣才是

台灣作者，這本書當然可視為台灣繪本在

理論發展上的收穫。不過該書舉例仍以外

國繪本為主，這點跟《繪本棒棒堂》以外

國繪本為主是一致的。

繪本的理論與批評是否能開出本土的

花朵？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但也是現

今仍難預測的問題。不僅需要更多的本土

繪本創作以做為理論與批評的泥土，也需

要更多有志於開拓本土繪本批評的學者充

當花匠。而無論如何，我們已有一本史料

書籍與一本專業雜誌。期待更多的本土學

者發表繪本批評、出版繪本評論專書，假

以時日，本土繪本評論或許不會再讓翻譯

的繪本理論專美於前。

二、短、中、長篇少年小說，均有收穫

在「2006 年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風和雲的青春紀事》（台

北：民生報）的「編者序」〈把關懷化為

實踐—「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的

回顧與展望〉中，時任台東大學兒童文學

所所長的張子樟寫道：「2003 年，台東大
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為鼓勵創作，設立『台

東大學兒童文學獎』。第一年以童話為

主。為了避免與《國語日報》『牧笛獎』

的童話獎重疊，第二年起改以少年小說為

主。⋯⋯從這三次參與徵獎的人數來看，

不難發現台灣有心從事少年小說創作的人

依然不少。每一次參選人數都超過百人，

得獎比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中約有四成左

右是年年都參加的。」（頁 3）從 2004 年
以來連辦 3 屆的短篇少年小說徵文，得獎
作品都已結集出版。第二屆的得獎作品集

是《少年八家將》（台北：民生報），第

三屆的得獎作品集是《夏天》（台北：民

生報）。短篇少年小說在台灣的發表園地

的確貧乏，因這個文學獎而誕生的這三本

得獎作品集，替台灣短篇少年小說留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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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成績。

相對於短篇少年小說，九歌出版社經
營的「現代少兒文學獎」以中篇小說為徵

文對象，堂堂邁入第 14 屆，影響力隨著持
續舉辦而日益彰顯。本屆首獎作品是陳三

義的《他不麻煩，他是我弟弟》（台北：

九歌），該書「涉及異國婚姻、文化差

異、身分認同、文化傳承等全球化之下的

議題」（評審委員林文寶語），相當具有

時代意義。

話說回來，一種文類（或次文類）

過度仰賴文學獎畢竟不是正常現象。有志

從事少年小說創作者，終究必須脫離獎項

的迷思。現今台灣並無長篇少年小說徵文

比賽，但這一年卻是長篇小說的豐收年。

張友漁的《小頭目優瑪─迷霧幻想湖》

（台北：天下雜誌）、《小頭目優瑪2─
小女巫鬧翻天》（台北：天下雜誌）以及

哲也的《晴空小侍郎》（台北：天下雜

誌）都是近年來難得的佳作。這幾部少年

小說都是幻想小說。幻想少年小說在這幾

年頗為興旺，很可能是受到全球性的哈利

波特熱的影響。難得的是，張友漁與哲也

的小說都和傳統文化有所對話，寫出與翻

譯小說明顯區隔的風貌。《小頭目優瑪》

目前只出版兩部，但從該書架構來看，極

可能發展成一部「大河小說」。而《晴空

小侍郎》幻想性甚強，亦可視為長篇童

話。

總之，2006 年的台灣少年小說，不管
短、中、長篇均有表現，令人欣喜。

三、童話的質變：「本土化」與「地方化」

從  2003 年開始，因為九歌出版社的
投入，台灣童話開始有了年度選集的制

度。《九十五年童話選》（台北：九歌）

的主編是黃秋芳。她在「編者序」〈一定

要好看─關於《九十五年童話選》〉中

指出：本年度共有 257 篇童話發表於各報
刊、雜誌及文學獎。這個數字相較於前幾

圖 13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獎歷年得獎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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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台灣童話發表狀況，並無顯著的提升

或下降。但必須知道，台灣的兒童文學發

表園地整體上是萎縮的，童話的發表數量

未曾下滑，其實可解釋為這個文類的熱度

高於其他文類。

《九十五年童話選》共選出  20 篇作
品。「年度童話獎」的得主是中生代童話

作家中的佼佼者林世仁，得獎作品〈流

星沒有耳朵〉（原載  2 0 0 6  年  8  月  3 0  日
至 9 月 22 日《國語日報‧兒童文藝版》）
的主角安安是個單親家庭的孩子，情節頗

能呼應社會現況。
黃秋芳將  2 0  篇作品分為「神靈童

話」、「土地童話」、「生活童話」及

「生物童話」等  4  卷。從這些作品來觀
察，有兩點現象值得注意。第一，是題材

上的「本土化」，這使得這一年的年度選

「成為一本『沒有公主和王子』的童話選

集；而且非常明顯地，在選材上⋯⋯充滿

台灣時空記憶。」（黃秋芳語）。

第二點則是「地方童話」的書寫風

氣。這點與地方文學獎的帶動有一定的關

係，亦也可視為第一點的更具體的表現。

在卷二「土地童話」所收的五篇童話裡，

楊隆吉的〈魔神樹與好運花〉（原載 2006
年 1 月《毛毛蟲月刊》）寫的是台中市的
故事；而林羽豔的〈星泉〉（2006 年宜
蘭縣文化局「蘭陽文學獎」第二名）、

陳景聰的〈虎字碑搶孤〉（ 2 0 0 6  年宜
蘭縣文化局「蘭陽文學獎」佳作）及黃

蕙君的〈噶瑪蘭平原的小小孩〉（原

載 2006 年 12 月 28 日《更生日報‧更生副
刊》）寫的都是宜蘭。現今台灣的幾個縣

市文學獎中，設有「兒童文學／童話」組

的包括台中市「大墩文學獎」、宜蘭縣

「蘭陽文學獎」、台南縣「南瀛文學獎」

及桃園縣文學獎等，其中「大墩文學獎」

及「蘭陽文學獎」都要求參賽作品必須書

寫該縣市的風土人物。因為這個規定，意

外提倡了（台中與宜蘭的）「地方童話」

的書寫。

台灣童話這幾年的質變，從「本土

化」、「地方化」的角度看，最為明顯。

四、地方性兒童文學的力量：以桃園縣為例

從童話放大到整體的兒童文學來看，

我們也必須說，這幾年地方性的兒童文學

活動與研究正方興未艾。最顯著的例子是

桃園縣。

早在 2002 年 12 月，桃園縣便誕生了全
國第一個縣級兒童文學團體「桃園縣兒童

文學協會」。第一屆理事長是作家邱傑。

該會活動性甚強，創會以來舉辦過多次演

講、讀書會及說故事活動等。也曾以集資

方式，並獲得桃園縣文化局補助，出版過

數十種桃園縣籍兒童文學作家作品集，取

名為「桃花源精粹叢書選集」系列。

2006 年  3  月，該會創辦了《桃園兒
童文學》半年刊，由時任該會理事長的謝

鴻文擔任發行人。該刊以「理論與創作兼

備，成人和兒童共生」為宗旨，且對外徵

稿，作者不限於桃園縣籍作家。至本文截

稿時間為止，該刊共發行 3 期。3 期以來，
這本 16 開的刊物平均頁數在六、七十頁左
右，不算單薄。它也是現今唯一一份以縣

級兒童文學團體為編創主體的兒童文學刊

物。

2006 年12月，謝鴻文出版了《凝視
台灣兒童文學的重鎮：桃園縣兒童文學

史》（台北：富春文化）。這本厚達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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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頁的大作原是謝鴻文的碩士論文〈桃園

縣兒童文學發展之研究〉（陳信元指導，

2005 年 1 月，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
所）。當然，它也是台灣第一部地區性的

兒童文學史。謝鴻文認為：「重視區域

文學之發展並且完成史著，是目前各地

台灣文學研究者都積極關心的課題。」

（頁 16 ）該書體大慮周，在眾多的兒童文
學碩士論文中顯得出類拔萃。

不論從人才、著作、社團、活動⋯⋯
來論，桃園縣確實如謝鴻文所言，是「台

灣兒童文學的重鎮」。如此亮麗的表現，

必將影響其他縣市。今後台灣兒童文學的

研究，中央（台北）觀點勢必愈來愈顯不

足。地方性的兒童文學研究，將成為不可

忽視的參考座標。

五、尋找兒童文學明星作家：從童話說起

台灣文學界是有明星作家的。不論

詩、散文或小說，我們都不難舉出幾位知

名的作家。但無可諱言，一般人恐怕較難

說出幾個兒童文學作家的名字。

2006 年 6 月，九歌出版社推出新書系
「童話列車」，由徐錦成主編。這是一套

童話作家精選集大系。之前的童話選集，

或以類型為準、或以年代來編，都是集體

作者的集合。但這套書系卻是以個人為基

準，選擇資深作家及活力旺盛的中生代作

家來出版。該書系最顯著的特色便是：以

作者為書名。

從台灣的出版史來看，過去以作家

為主體的選集書系，小說曾有前衛出版

社出版的《台灣作家全集》（ 1 9 9 1  年
至  1993  年，出版  50  冊後告一段落）、
詩曾有爾雅出版社出版的《世紀詩選》

（2000 年出版 12 冊後，已告一段落）、
散文曾有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散
文家》（ 2 0 0 2  年開始出版，至今已出
版  1 7  冊，持續出版中）。如今九歌出
版社推出「童話列車」書系，其意義一
如 2003 年開始的《年度童話選》，以作品
實力說明了：台灣童話的成績相較於前三

種主流文類毫不遜色！

至本文截稿時間為止，「童話列車」

已推出《司馬中原童話》、《管家琪童

話》、《黃海童話》、《王淑芬童話》、

《傅林統童話》及《林世仁童話：魔洞歷

險記》等 6 冊。每一冊均有作者〈自序〉
及主編者〈賞析〉。呈現的是作品，但力

捧的是作家。這個經驗是否將影響其他兒

童文學文類，值得觀察。兒童文學界一向

不如主流文學界「熱鬧」，期待更多明星

作家出現，讓兒童文學作品借由作家的光

環多增一些曝光的機會。

另外值得補充的一點是，2006  年 1 月
起，中國大陸的二十一世紀出版社，推出
以管家琪為號召的《故事月刊》。該刊內

容原本全部是管家琪個人的兒童文學創

作；從第七冊起，才加入其他作者的創

作，不過管家琪的作品仍佔絕大篇幅。該

刊於 2006 年 12 月停刊，雖僅發行 12 冊，
但能以作家個人為品牌來發行月刊，管家

琪在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界的明星作家地

位，已確立無疑。

六、兒童文學年度選集的省思

2004 年3月，九歌出版社推出《九十二
年童話選》，台灣童話從此建立了年度

選集的制度。九歌出版社的《年度童話
選》現今持續運作中，但年度選集畢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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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出版社的專利。2006 年 7 月，天衛
文化一口氣推出了 4 本《台灣兒童文學精
華集》，編選的作品的發表年代是2000至
2003年。

《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的總策畫

者是林文寶，並設有三位主編負責不同

文類的編選：洪志明主編詩歌；陳景聰

主編童話；陳沛慈主編故事、散文及小

說。在 2006 年推出 2000 至 2003 年 的 4 本
年度選集，如此編選年度選集，不能說是

常態。據知天衛文化正著手編選  2004 至
2006 年 的《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同樣
也是回溯式的編法。或許編完這 3 冊後，
天衛文化將投入兒童文學年度選集的常態

出版亦未可知。

九歌出版社的《年度童話選》在出
版 4 年之後，已打下穩固基礎。若天衛文
化也持續出版《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則台灣兒童文學便有兩套文學年度選。

回憶上一世紀，台灣兒童文學曾有過兩

次大規模的選集，第一次在  1989 年，共
出版  5  冊（論述、詩歌、故事、童話、
小說），選編範圍號稱起自  1 9 4 9  年至
1988 年止。第二次在 2000 年，共出版 7 冊
（小說、散文、戲劇、童詩、故事、童

話、論述），編選年代則明確標出 1988至
1998 年。這兩套大規模的選集皆由林文寶
策劃、幼獅文化出版。在當年，能以十年

為期編選一套兒童文學選集，已稱不易。

如今卻有兩家出版社願意投入一年一度的
兒童文學選集的編輯出版，若從這一點

看，兒童文學可說已從篳路藍縷走向康莊

大道了。

而從作家的角度看，可以預見，日後

的兒童文學作家將在一年一度的兒童文學

選集裡爭雄競技。毫無疑問，出版社的競
爭，最後造福的是作家與讀者。

七、兒童文學與主流文學的對話

眾所週知，兒童文學從來不曾進入台

灣文學論述的主流。至今可見的幾部台灣

文學史，即使全書對兒童文學隻字未提也

罕有讀者見怪。台灣兒童文學因而必須從

台灣文學史獨立出去，撰寫屬於自己的台

灣兒童文學史。不過，這樣的偏頗現狀，

近來已見到導正的跡象。

2006 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的「週末文
學對談」，主題是「詩‧散文與兒童文

學」。12 場對談中，有兩場是兒童文學場
次，分別是 6 月 24 日黃秋芳與林文寶對談
「兒童遊戲，快樂台灣—從兒童文學看

台灣的文學遠景」及  9  月  23 日林良與馬
景賢對談「兒童文學：你的孩子是他的讀

者」。其中第一場的黃秋芳特別強調：兒

童文學要正視主流文學，主流文學也必須

將兒童文學納入，因為兒童文學就是我們

的文學精神。黃秋芳的觀點，顯示出兒童

文學工作者期盼與主流文學對話的意願，

非常值得主流文學界思考。

至於兒童文學學術研討會，本年度

台東大學兒文所與靜宜大學都依慣例各舉

辦了一場。然而筆者認為，更值得注意的

是兩場由「成人文學」學界主導或參與的

學術研討會。一場是  5 月  27 至  28日，由
國家台灣文學館與中正大學台文所共同舉

辦的「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另一場

是 11 月 18 至 19 日，由中華民國兒童文學
學會、國家台灣文學館、中央大學中文系

合辦的「資深兒童文學家—潘人木先生

作品研討會」。在這兩場研討會中，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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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學者與「成人文學」學者齊聚一堂，

互相激盪。筆者深信，兒童文學界與主流

文學界若能持續積極交流，彼此都將獲得

意想不到的養分。

八、兩位兒童文學作家辭世：陳一華與琦君

2006 年，有兩位重要兒童文學作家辭
世。一位是 5 月 12 日辭世的童話家陳一華
（1952-2006），她的作品曾數度入選九歌
版《年度童話選》及天衛文化版《年度兒

童文學精華集》。特殊的是，她生前並未

出版個人作品集。據知已有出版社願意整
理出版她的童話作品集，值得期待。

另一位則是 6 月 7 日逝世的資深作家琦
君（1917-2006）。琦君是重要散文家，作
品深受兒童、少年讀者喜愛，是跨越兒童文

學與「成人文學」的作家。她大量以童年為

題材的散文及故事，影響了許多人。

結語

年鑑的書寫，一來由於僅能針對一年

裡的材料來立論，二來寫作日期離事件發

生時間不遠，許多歷史事件仍在發生尚未

中斷，因而下判斷、給評價比起多年後寫

史者更為困難。回首 2006 年的台灣兒童文
學，筆者提供以上的思考。但無論如何，

台灣兒童文學仍待大家共同耕耘與愛護。

圖14　「資深兒童文學家 

—潘人木先生作品研討

會」在台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舉行，與會作家、學者

會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