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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文化公司配合「中華民國精彩

一百」活動，推出林文寶教授和邱各容先生

共同編著的《臺灣兒童文學一百年》、《臺灣

兒童文學史文論選集》二書，意義非凡，尤

其是內容的紮實、涵義的深遠，令人讚嘆。

一、�建檔勾微留青史：評介《臺灣兒童文
學一百年》

著者邱各容長期致力於臺灣兒童文學史

料的蒐集、彙整、建檔。一向謹守「有多少

資料，說多少話」的嚴謹態度，加之卓然的

史觀、縝密的思維，此書果然精彩無比。

早在 94 年邱各容就出版臺灣第一本《臺

灣兒童文學史》，是斯界的先驅。如今以「事

件立史」，有別於先前的「史料立史」的不同

角度，給曾經在臺灣兒童文學園地努力耕耘

過的人「建檔勾微留青史」，意義至為深遠。

本書的分期，比起《臺灣兒童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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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彰顯「發現臺灣」的意義，也就是說這裡

的分期，更契合臺灣百年來的時代脈動，而

彰顯了「臺灣意識」。

林文寶教授在緒論裡說：「『臺灣意識』

即是被殖民的事實標記，沒有歷史，沒有記

憶是所有被殖民社會的歷史，而重建、重新

發現被消逝的歷史，則是被殖民社會步入後

殖民時代，從事『抵殖民』文化建設工作的

第一步。」（頁 15）

林教授認為臺灣兒童文學的建構，首要

課題在：「主體性與自主性的建立，只有重建

主體性與自主性，才可能出現具有『臺灣意

識』及世界觀野的兒童文學。」（頁 27）

這樣的認知和使命感，也就是邱各容所

以長年致力於書寫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熱情和

動力的泉源。

邱各容把臺灣兒童文學一百年，以相較

突顯的事件，分為下列幾個時期：

（一）日治時期

這時期的兒童文學史料蒐整，一直留

著空白，邱各容不辭艱難率先整理、建構，

而分為：1. 綏撫時期、2. 同化政策、3. 皇民

化政策三期，敘述臺灣人的抗日，逐漸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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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轉採文化啟蒙和政治性抗爭。皇民化政策

下，臺灣人母語受限制，民俗、藝術、宗教

受壓制，文學上以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寫實手

法表示抗爭。不過有些日人扮演正面的引

導，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譬如西川滿、池

田敏雄，培育了黃鳳姿就傳為佳話，而口演

童話和童話運動從日本本土延伸到臺灣，活

躍一時，影響頗鉅。不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臺籍作家的「新文學運動」，留下許多重要事

蹟，邱各容對這些史料的珍惜和闡釋，自有

他深刻的見解。

（二）臺灣光復到經濟起飛前

這是個突變的時段，主權歸屬重回祖

國，語言文字從日文轉換國語，臺灣作家一

時難以適應，而日治晚期的新文學運動更面

臨新的起跑點。

這時的兒童文學以官方的抗日、抗共、

抗俄的大中國文化為中心，語文推廣重於文

學表達。由於環境特殊，多數的作品是民間

故事或古籍改寫，以及教訓意味濃厚的生活

故事。

此期人物，游彌堅很突出，他的理念

是：「文化與教育的差距，會鑄成歷史的錯

誤的衝突。」因而積極投入官方國語教育的推

動，東方出版社、國語日報，都有他耕耘的

苦勞和功績。

此期的作家以周伯陽、朱傳譽、楊喚、

黃基博等人較出色，而論述方面有吳鼎、林

守為等影響層面較廣。

在這剛光復的變遷時期，令人欣慰的是

臺籍作家不但沒有缺席，而寫作成果也令人

刮目相看。

（三）經濟起飛到解嚴前

當時的經濟起飛，具體的說是勞力密

集工業的興盛。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第一、二

期，推出的中華兒童叢書、中華幼兒叢書，

可視為此期的代表作品。政府與民間都追求

兒童文學的發展，戰後接受完整教育的年輕

一代也在文壇嶄露頭角。

此期的代表人物，林海音、潘人木、陳

千武、陳梅生、林良、鄭明進等人都是耳熟

能詳，影響深遠的人。

事件和獎項，以及國際交流的熱絡，

表徵兒童文學已脫離「寂寞的一行」而進入

「受尊重的一行」了。

在這欣欣向榮的年代，邱各容對事件、

人物、讀物、出版各方面的深入觀察值得細

細品味。

（四）解嚴到兒文所通過設置前

解除報禁，在文化層面來說意義深遠。

師院把兒童文學列為必修，掀起了師院的兒

童文學熱潮。相關的刊物、兩岸交流等活動

也欣然邁開腳步，樹立了嶄新的里程碑。

這期，趙天儀、洪文瓊、桂文亞等推動

兒童文學，功績顯著。而師專改制，各種獎

項、兒童報、劇團、社團紛紛設立，境外交

流掀起熱潮，「世界華文兒童文學資料館」成

立，兒童文學儼然是當代顯學。

此期作家、論述家十分活躍，如黃海、

陳瑞璧、馮輝岳、李潼、方素珍、管家琪、

王金選等，作品都十分受歡迎，而傅林統、

陳正治、張清榮等在論述上也有相當程度的

貢獻。

（五）兒童文學研究所成立到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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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兒童文學研究所的成立，是

劃時代的壯舉，關鍵人物是林文寶，他一連

串在文壇發表的論述，也使他有了「臺灣兒

童文學教父」的美稱。這時，兒童文學已確

立了穩固的學術地位。

郝廣才，是作家、編輯、出版家，把臺

灣圖畫書推向國際舞臺，影響所及兒童文學

隨之蓬勃發展。

文建會、教育部推廣兒童閱讀，民間積

極配合，「好書大家讀」、「兒童文學百選」就

是其例。此時「橋樑書」應運而生，而九歌

年度童話選、小魯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也廣

受好評。

年輕有活力的作家輩出，更添榮景，是

這時期令人雀躍的事，如王淑芬、陳素宜、

張嘉驊、林世仁、張友漁、周姚萍、哲也、

王文華、陳昇群、鄭宗弦、侯維玲等人，群

英崛起。至於論述方面，張子璋、邱各容成

績斐然。

林文寶教授在《臺灣兒童文學一百年》

的〈未來與展望〉一章，關心全球化的現

象，他說：「學者檢視全球化的過程，發現其

核心在於科技。雖然，科技是獨立於社會脈

絡，可是科技的發展卻會造成社會、國家、

文化和個人的運作方式與認知自我方式的改

變。」

林文寶教授堅信人類最具價值的文明在

「藝術文學」，而非「科技文化」，因為前者闡

揚人性，提升人類的心靈。後者趨向物質文

明，有牽拖人心墮落之虞。

可見邱各容對兒童文學史的論述，是有

他的宏觀和微觀兼備的史識，整體來說，兒

童文學連接在成人文學，也接續鄉土和世界

的文學，因此不管在理論或史觀來說，必須

具有廣闊的世界觀，以及深入的鄉土觀，尤

其是多族群和多元文化的臺灣，包容兼顧的

精神不可或缺。

邱各容書寫史籍，自有他高瞻遠矚的

意圖，除了建檔勾微，對臺灣未來的兒童文

學走向，也在穿流字裡行間的情意清晰的表

明。他認為給兒童的文學，應該趨向不朽的

價值邁進，史料的蒐集敘述，不在個別作品

的分析，而在廣泛的群書和眾多作者群，有

所選擇的給予「留青史」，那就是很顯明的趨

向引導的企圖。

二、�精彩的文論選集—評介《臺灣兒童
文學史文論選集》

編選者林文寶教授說：此選集主要在編

錄與兒童文學史發展相關的論述，以總論或

整體的歷時性為主軸，共 14 篇，附錄 3 篇。

雖然林教授在編選過程中，慨嘆臺灣兒童文

學史的史料與基礎性研究之不足，然而經林

教授慎重選文，此書可說份量厚實，有內

臺灣兒童文學史文論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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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有見地，參考價值很高，其重點如下：

（一）基本理念

從文集內容，可發現編選者認為臺灣兒

童文學史研究的方向，應該有如下原則性的

基礎：

1.文學的、藝術的：

如林武憲提起史料的取捨不能含糊，必

須是文學的、藝術的，不能把語文、教育、

民俗、心理學的一概混在其中。

2.本土的、創作的：

創作是可貴的，本土是很重要的，這是

所有文論作者一致的看法。

3.宏觀的、世界的：

如李潼表達希望說，我們的兒童文學應

是宏觀而有企圖心的，也就是要成為世界兒

童文學的一環。

4.人性的、啟發的：

如鄭清文認為，著重人性的表現，智慧

和想像的啟發是兒童文學的使命。

（二）史料的蒐集、整理、檢視

林武憲早在擔任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

組工作時，就注意到資料蒐整的重要，認為

與韓日的用心不能相比，而他自己身體力行

搶救了許多珍貴史料。

洪文瓊提起 50 年來臺灣兒童文學史料蒐

集狀況，特別贊許邱各容和林煥彰的用心。

不過在洪先生眼光中，史料蒐集有待繼續努

力，他認為史料蒐整不受重視固然應呼籲，

但兒童文學工作者本身努力不足更應檢討，

語重心長，發人省思。

（三）建構與分期

林文寶認為新的世紀，臺灣迎向未來，

兒童文學亦當加以檢視與建構，走出屬於自

己的道路。至於分期方面，林教授從許義

宗、林良、邱各容、陳木城、洪文瓊等人的

分期，認為洪、邱二氏真積力久，見解無可

比擬。而將之歸納為日據、戰後再殖民時

期、後殖民時期三期。林教授認為臺灣兒童

文學史的建構，需兼備才、學、識三長，以

及中性的、客觀的，尤其是正確的「臺灣意

識」作為基石。

趙天儀認為臺灣兒童文學的書寫和建

構，應從世界兒童文學的導引中加以省思，

然後擬定它的建構以及研究方向。

邱各容認為：「日治時期」是臺灣兒童文

學的啟蒙期，更由於日治時期兒童文學的文

獻陸續被發掘，臺灣兒童文學的建構與分期

是必要進行重新的洗牌。

（四）�臺灣意識的詮釋與臺灣兒童文學

的主體性問題

林文寶認為「臺灣意識」是一個思想史

的現象，如今聚焦在文化認同與政治兩個問

題上，而「抵中心」傾向可謂後殖民論述的

動力，只有透過「作為文化論述的臺灣意識

論述」，才能去殖民，把後殖民社會的對立，

轉為平等地位對待，並接受彼此文化差異的

世界，而以兼容並蓄，擺脫被殖民的夢魘。

臺灣兒童文學的主體性問題，蔡尚志教

授至為關心，他質疑：臺灣的兒童文學是臺

灣自己的？還是中國的？自己的特色和風貌

該在哪裡？他的答案是明確的，也是大家所

期待的：1. 認同鄉土。2. 跟上潮流。3. 開闊

心胸。4. 開創臺灣兒童文學的新生命。

李潼在主體性問題也提出願望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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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述 50 年來的創作和出版，然後也要提出

盼望―大方向的把握，宏觀和企圖心。

（五）區域性與制度面之研究

林文寶認為區域性研究是臺灣兒童文

學史必然的趨勢，在向全世界開拓視野之

前，墾植本土，了解自己是必要的。這樣的

見解，以「水之魚」譬喻，尤見真切。至於

臺灣哪些縣市，哪些區域在兒童文學史的研

究，有怎樣的進展？林教授也有具體的調查

報告，《臺中縣文學發展史》開風氣之先，繼

之有《文訊雜誌》的〈花開遍地―區域文

學史的撰寫〉專題、《中華民國兒童文學會

訊》的〈臺灣區域兒童文學概述系列〉，而宜

蘭縣的邱阿塗，桃園縣的謝鴻文，各有專書

發表，成果非凡。

針對臺灣兒童文學制度面問題，杜明城

教授以比較的觀察、深刻的分析：兒童文學

是否界定為一門學問，事關兒童文學的學術

地位，有學術的正當性，才能夠進一步取得

制度化優勢。杜教授提示，兒童文學的理論

化，有待於對大師級作家，老少咸宜的作品

作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說，本土此級作家或

歷時久遠的經典作品研究，有待思考。

綜觀此文論集，收羅數十年來臺灣兒童

文學史相關的重要文論，對研究者來說，是

珍貴的瑰寶，且因其觸及整體的文化議題和

思維的層面至為深刻，所以對一般人來說，

是一部令人感觸很深的，記載有關臺灣文化

演變的文集。

兒童文學的風格，代表著一國一族群的

民族性，以及他們的願望、觀念和夢想，兒

童文學史的探討，連接到整體歷史的脈絡，

無可置疑的，此文論集扣住的正是整個人類

的歷史觀，充滿醒世之語，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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