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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臺灣戰後第一代本土作家

被稱為跨越語言藩籬的一代，林鍾隆與陳千武、詹冰、張彥勳等臺灣本土兒童文學的前行

代有一些些不同，他在戰後考進臺北師範學校，努力學習中文；至於陳千武等則經過十年的努

力，才開始以中文寫作。在六○年代的林鍾隆，已經是位小說家和散文家了。至於《小學生》

半月刊是林鍾隆與兒童文學結緣的開始，兒童成長小說〈阿輝的心〉當年是《小學生》半月刊

最受歡迎的小說作品。從六○年代以迄新世紀，數十年間，林鍾隆在臺灣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

在小說、散文、詩、少年小說、童話、童詩；在創作、翻譯、評論、編輯等各種的文學面向都

有傑出的表現，鍾肇政先生稱其為「全才型作家」，可說是實至名歸。像這樣的作家，即便就

是臺灣文壇，其實也不多見，更遑論兒童文學界。

林鍾隆從日治時期末期到戰後初期，從日語日文的學習到國語中文的再學習，他比較幸運

的是考進臺北師範學校，是以，他的中文學習是無障礙的，在學期間就開始發表作品，故被稱

為是臺灣戰後最早使用中文寫作的作家之一。這時期的作品以成人文學為主，當時各報副刊幾

乎都有他的作品發表，是一位創作力非常旺盛的臺灣作家。

跟林鍾隆同輩的臺灣作家，前有施翠峰，後有鄭清文。他們兩位也都是橫跨臺灣文學與兒

童文學的本土作家。施翠峰偏向於少年小說，鄭清文傾向於童話，林鍾隆則是童話作品多於少

年小說。就從施翠峰、林鍾隆與鄭清文三位作家而言，他們既是臺灣文學家，也是兒童文學家。

是以，可以這麼說，臺灣文學與兒童文學同歌同行，臺灣文學與兒童文學同源分流。

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過程中，每每有些指標事件會影響它的發展，從戰後初期到五○年代，

東方出版社的創立，《小學生》、《學友》、《東方少年》的創刊都被視為影響那個年代臺灣

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指標事件之一。而林鍾隆就是《小學生》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以外省籍作

家為主力的五○年代，林鍾隆的出線，不能不說是一種「異數」。其在《小學生》連載的小說

作品〈阿輝的心〉，不僅集結出書，還改編成廣播劇，甚至錄製成電視木偶劇。時至今日，《阿

輝的心》被肯定為臺灣少年小說的經典之作，也是第一部被翻譯成日文的臺灣少年小說。在五

○年代的臺灣兒童文學界，林鍾隆的嶄露頭角，意味著省籍作家開始突破以外省籍作家為主的

文學氛圍。是以林鍾隆就臺灣省籍作家而言，他不僅是臺灣文學的前行代作家，同時也是臺灣

兒童文學的前行代作家。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持平而論，就「小說」而言，林鍾隆在少年小說的創作，遠不及小說的出版量；另一方面，

就「詩」而言，其在現代詩的創作，也遠不及童詩的出版量。再就「童詩」而言，創作與翻譯

的比例相當。終其一生，林鍾隆已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量不下數十種，其為臺灣兒童文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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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行代，是眾所週知的。其童話創作觀係以臺灣本土為出發點，鼓勵大家多多創作富有臺灣

特色的臺灣童話。鄭清文有此同感。

二、《中華兒童叢書》重要作者之一

影響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指標事件在六○年代中期有「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的

成立。該編輯小組的成立，對臺灣兒童讀物編印，的確有很大幅度的提升。同時也意味著西方

美式文化從此展開對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歷史意義。

初期階段，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分期分年分批出版的《中華兒童叢書》，絕大部分係以外

省籍作家為主，本省籍作家很少，林鍾隆就是其中一位。其兒童文學作品出自《中華兒童叢

書》第一期的（1965-1970）計有：《美玉的小狗》（故事．1965）、《好夢成真》（小說．

1969）、《蠻牛的傳奇》（1970．童話）；第二、三期沒有出書，第四期（1982-1986）計有：

《可敬可愛的楊梅》（文學．1982）；第五期（1986-1991）計有：《山》（1990．童詩）；第

六期（1991-1996）計有：《爬山樂》（1994．童詩）、《山中的悄悄話》（1995．童詩）、《山

中的故事》（1996．故事）；第七期（1996-2001）計有：《讀山》（1997．文學類）、《大龍

岡下的小孩》（1998．文學類）、《我愛蝴蝶》（1999．文學類）等書。

林鍾隆在《中華兒童叢書》眾多作家群當中，雖然不是作品量最多的作家，只有 11本，但

絕對是非常重要的本省籍作家之一。他的重要性在於寫作文體多元化，而文體多元化也呈現出

寫作的歷時性，在其生命後期大都以「山」為題材的所完成的童詩和散文作品。

三、臺灣兒童讀物寫作者走上創作之路的開拓者

林鍾隆的成名代表作《阿輝的心》在後《小學生》半月刊時代自 285期到 302期連載，連

載期間，是最受小學生歡迎的作品之一，後結集出版單行本，列為小學生叢書之一。以一位臺

灣省籍作家，能夠在絕大多數外省籍作家充斥的兒童讀物寫作園地，尤其是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主導的《小學生》半月刊出書，的確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林鍾隆他做到了。

六○年代的臺灣兒童讀物還是以翻譯和改寫居多，是以，當時的《小學生》半月刊編輯林

良認為林鍾隆《阿輝的心》是臺灣兒童讀物工作者走上創作之路的真正開始。換句話說，林鍾

隆被認為是創作兒童讀物的先行者。

至於外省籍散文女作家鍾梅音則認為林鍾隆以一位優秀的散文兼小說家而從事兒童文學工

作，的確是為少年小說的創作樹立一個里程碑。

從林良與鍾梅音兩位作家對林鍾隆的讚賞與推崇，足見六○年代的林鍾隆已經在臺灣文壇

的小說與散文，建立起自己的揮灑空間。與其同時期的臺灣作家少年小說作品計有鍾肇政的《魯

冰花》以及施翠峰的《養女淚》等少數而已。他們三位或可說是臺灣少年小說寫作的先行者或

說前行代。是他們領先在臺灣少年小說的寫作開啟「創作」的新頁。

正由於林鍾隆《阿輝的心》的連載成功，激起其他作家寫作少年小說的意願；傅林統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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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閱讀該書之後才興起寫作少年小說的念頭。到如今，傅校長已經是臺灣資深而著名的少

年小說作家之一。

《阿輝的心》從 1964年 12月起到 1999年 9月，歷經三種不同版本的出版而不墜，時至今日，

依然是臺灣本土少年小說創作的經典之作。它的光芒，其實已經超過鍾肇政的《魯冰花》以及

施翠峰的《歸燕》，乃至成為臺灣本土少年小說創作的一個里程碑。

四、兒童讀物寫作班核心講師之一

七○年代在臺灣兒童文學發展歷程上，不僅是關鍵時期，也是臺灣兒童文學從茁壯到蓬勃

的重要時期，攸關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指標事件都在本年代出現，尤其是對兒童文學寫作人才

的培養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1971年 5月 3日，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簡稱板橋教師研習會）第 136期（俗稱第一期）

舉行「兒童讀物寫作研究班」（簡稱兒童讀物寫作班）開訓典禮。從這一天開始，是政府有計劃、

有目的的培養兒童讀物寫作人才的開始；從這一天開始，象徵臺灣兒童文學發展正面臨一個新

的轉捩點。5月 3日這一天，的確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國民學校是推廣兒童文學閱讀與寫作的最佳場域，寫作班招訓的對象就是具有寫作經驗或

是對兒童文學寫作有興趣的國小教師。當年的寫作班有幾位上課時數比較多的講師分別是︰林

良、林海音、潘人木、趙友培、楊思諶、馬景賢、林鍾隆、趙天儀等 8位，他們被稱為「核心

講師」。而林海音、林鍾隆和趙天儀三位是本省籍核心講師。以下是 8位核心講師的授課時數：

講師 授課時數 省籍 講師 授課時數 省籍
林  良 165 福建 趙天儀 99 臺灣
林鍾隆 143 臺灣 潘人木 75 遼寧
楊思諶 125 福建 林海音 69 臺灣
馬景賢 111 河北 趙友培 68 江蘇

寫作班總共開辦 12期，林鍾隆從第 1期就參與授課，總計授課 10期，其授課時數高達 143

小時，僅次於林良的 165小時。課程內容包括：日本兒童文學現況、少年小說寫作、兒童詩歌

寫作、童話創作、兒童文學創作過程、兒童文學的創作與批評、詩與散文、習作指導等。

林鍾隆在寫作班，一方面基於具有少年小說、童話、童詩等豐富的寫作經驗與資歷，一方

面又擁有《月光光》兒童詩刊以及《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等平面媒體資源，對學員寫作技巧的

提升以及寫作經驗的吸收，都有相當的影響。

五、兒童詩發展的推動者

七○年代初，1971年 10月，臺灣本土詩刊《笠》第 45期推出兒童詩專欄—「兒童詩園」，

林鍾隆參與經營，同時也是「卷頭語」的主要作者之一。該詩刊更出版林鍾隆翻譯的《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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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詩選》。七○年代的《笠》詩刊對兒童詩的提倡不遺餘力，導致其他詩刊也紛紛刊登兒童詩，

並造成寫作兒童詩的熱潮，林鍾隆是重要推手之一。

為要讓兒童讀物寫作者與評論者共同擁有一個可以「相互交集」的常態性園地，《國語日

報》於 1972年 4月 2日創刊「兒童文學週刊」。這個平臺在七○年代造就了若干評論者，林鍾

隆是其中的一位。

1977年兒童節，林鍾隆創辦臺灣第一份兒童詩專刊《月光光》，並在出版第 78期以後，於

1991年 3月起，改題為《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繼續發行，林鍾隆以《臺灣兒童文學》為名，也

發行到 57號（2008.11.15），但是，他卻在當年的 10月 18日上午往生了。換句話說，截至往生前，

他還是汲汲於《臺灣兒童文學》的編務。從 1977年到 2008年，長達 31年的歲月，讓我們見識

到長者「堅持」的身影以及「務實」的風範。在這為期三十餘年的漫長時光，他一方面提供童

詩寫作指導以及作品發表的平臺，一方面從事日本兒童文學作家及作品的譯介，數十年如一日。

他曾翻譯日治時期宮尾進主編的《童謠傑作選集》中臺灣公學校學童以日文創作的童謠作

品在《月光光》發表，更名為「臺灣童謠傑作選集」，這對研究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尤其是日

治時期，更是一大貢獻。因為研究臺灣兒童文學因此可以上推到日治時期。

林鍾隆長期從事臺日兒童文學界的交流，特別是在詩人與詩作品的譯介方面，諸如《日本

兒童詩選》、《北海道兒童詩選》、《老師也有會哭的時候》等三本兒童詩的翻譯等，這樣的

翻譯規模，在臺灣可說是第一人。換句話說，在日本兒童文學界，尤其是詩壇，是有其知名度的。

也因此當第二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在日本舉行，主辦單位特別邀請林鍾隆以臺灣代表團團長的

名義出席，代表臺灣參加洲際性的兒童文學盛會。

總而言之，林鍾隆透過《月光光》與《臺灣兒童文學》這兩份刊物，維繫臺日兒童文學界

長達數十年的交流（透過翻譯）於不墜，彼此以文會友。能夠如此的，還有臺中的陳千武先生，

他們兩位或可稱為臺日兒童文學交流的「雙璧」。

六、從臺灣文學轉向兒童文學的分水嶺

1980年，林鍾隆結束三十年的教書生涯（50歲）。亦即中年以後，方才開始大量投入兒童

文學的創作與翻譯。

從表 1可知，林鍾隆在八、九○年代的寫作主力幾乎都聚焦在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也就

是說，退休後的他，心思完全放在他所鍾愛的兒童文學與兒童刊物的經營；更可說是，八○年

代說是林鍾隆寫作重心從臺灣文學轉向兒童文學的重要分水嶺。在這兩個年代分別出版十本以

上的童話與童詩作品，這樣的出版量，不可謂不多。

其次，我們也發現從 1999年以迄 2011年，這 12年間，林鍾隆沒有兒童文學作品的出版，

這樣的現象怎可能發生在勤於寫作的林鍾隆身上，唯一可以合理推論的是，他把心思完全集中

在《臺灣兒童文學》季刊的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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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林鍾隆作品年表

序號 出版 書名 出版社 文體 屬性
1 1980.11 兒童詩指導 快樂兒童 兒童詩 論述
2 1981.04 白馬王子米歐 水牛 長篇童話 翻譯
3 1981.04 沒有人知道的小國家 水牛 長篇童話 翻譯
4 1981.04 小小象的想法 成文 散文、童話 創作
5 1982.05 明天的希望 成文 散文、童話 創作
6 1982.09 兒童詩觀察 益智 兒童詩 論述
7 1982.10 可敬可愛的楊梅 兒童讀物編輯小組 歷史故事 創作
8 1986.02 小飛俠 光復 長篇童話 翻譯
9 1986.02 木偶奇遇記 光復 長篇童話 翻譯
10 1984.03 星星的母親 成文 童詩 創作

11 1988.08
老師也有哭的時候：日本童
詩精華選

聯經 童詩 翻譯

12 1988.10 婆婆的飛機 聯經 童話 翻譯
13 1990.03 蔬菜水果的故事 聯經 童話 創作
14 1990.04 山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15 1994.01 爬山樂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16 1995.04 山中的悄悄話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17 1996.04 山中的故事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18 1997.05 我要給風加上顏色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 童詩 創作
19 1998.12 讀山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20 1998.12 大龍崗下的孩子 省教育廳 童詩 創作
21 1999.07 水底學校 富春 童話 創作
22 1999.09 阿輝的心 富春 少年小說 三版
23 1999.12 我愛蝴蝶 臺灣書店 童詩 創作

24 2011.11 智慧銀行 小魯 寓言 創作

七、結語

從戰後臺灣第一代本土作家到臺灣第一本兒童成長小說作家，從五○年代開始寫作到新世

紀，將近一甲子的歲月，林鍾隆始終和臺灣文學以及兒童文學不離不棄，他那堅持創作富有臺

灣本土風味作品的精神與毅力，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後進學習的典範。

林鍾隆的兒童文學寫作生涯和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幾乎是平行的。他是五○年代影響

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重要指標事件之一的《小學生》半月刊的明星作家之一。他是六○年代影響

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重要指標事件—教育廳兒童讀物編輯小組所編印的《中華兒童叢書》重要臺

籍作家之一。他是七○年代影響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重要指標事件—兒童讀物寫作班 8位核心講

師之一。也是臺灣第一份兒童詩專刊《月光光》的主編，既提供童詩指導寫作與童詩作品發表

的平臺，又積極從事臺日兒童文學作家與作品的境外交流。他是橫跨八○年代以迄九○年代重

要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也是兒童文學獎、兒童文學研習等兒童文化活動重要的評審與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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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讀，年輕人，這才是讀書的好方法。
大江健三郎

由是觀之，可以確切的說，林鍾隆是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發展重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他與

各年代兒童文學發展息息相關。尤有甚者，他將日治時期臺灣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臺日

子供新聞」由宮尾進主編的《童謠傑作選集》當中臺灣公學校學童的童謠作品譯成中文，連續

十幾期登載在《月光光》，這對研究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是很大的貢獻。截至目前為止，林

鍾隆是第一位對日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發展提出重要直接文獻的前行者，對研究日治時期的臺

灣兒童文學的確貢獻很大，很有參考的價值。

另一方面，臺灣是個島國，我們不能自限於一個狹窄的地域觀念，應該發展周邊的境外交

流，成為亞洲兒童文學的一環。林鍾隆的確具有先見之明，在臺灣從事境外兒童文學交流之前，

他已經透過他所經營的《月光光》與《臺灣兒童文學》和日本兒童文學界「以文會友」，進而

結為文字之交，就這個面相而論，林鍾隆絕對是先驅者。而《月光光》與《臺灣兒童文學》這

兩份同仁誌，則是臺日兒童文學交流的窗口。數十年來，他為臺灣兒童文學的境外交流，至少

在亞洲鄰近的日本已經扎好根基，可惜的是，斯人已遠去，後繼者何在？誰來持續接棒？維持

臺日兒童文學交流於不墜。自林鍾隆先生辭世迄今，臺日兒童文學交流陷入了空窗期，這是不

爭的事實，足以讓關心臺日兒童文學交流者省思。當前臺灣兒童文學發展正面臨後繼乏力的窘

境，這真的是關心臺灣兒童文學未來發展，所應明確了解之處。

最後，「林鍾隆紀念館」的設立，是對林鍾隆先生最崇高的敬意和獻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