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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6年出版面臨了嚴冬，所幸臺灣青少年小說的作品出版量似乎尚未受太多影響。2016年

的青少年小說回顧，採書系擇要簡介的方式，選出較具特色與代表性的作品，讓讀者了解創作

與出版概況，最後再針對這些作品進行現象的歸納探討。

貳、2016 作品重點檢視

一、秀威少年

1.《魔市少年》(跳舞鯨魚 )

以平埔族歷史與神話傳說為題材，自古早先民經歷環境邊遷而導致文化演變的關聯進行發

想，描述四位少年組成了冒險團，共同對抗「魔神仔」的過程。

2.《鬼面》（區曼玲）

描述一位在民宿打雜工，顏面燒燙傷的神祕女子，在助人與被幫助過程中，逐漸打開心扉

的故事，帶領讀者思考「愛」的真義。

3.《排灣族雙胞胎公主之謎》（廖文毅）

以排灣族傳說文化為題材，描述一對雙胞胎公主的愛情為故事。書中觸及原住民與漢民族

之間的衝突，向讀者展示人生中必然面對的「衝突」與「和解」課題。

4.《天空之歌》（蘇善）

以現代都市「叢林」中諸多環境問題為題，描述數個不同族群在都市叢林相互競爭、生存

的故事。帶讀者思考居住正義、人際關係、環境保育等等生活議題。

二、親子天下

1.《詩魂（仙靈傳奇 1）》（陳郁如）

以唐詩為題材進行發想，描述少年柳宗元在背誦唐詩〈江雪〉後，進入了詩的世界，並被

賦予尋找魂氣、拯救詩魂，以恢復受陰暗之氣侵害的詩境。

三、白象文化

1.《奇域心奇遇》（洪正彥）

描述被仙妮族拾獲的女嬰楓雪和該族族長之女仙尹，於接受成年歷練，前往奇域冒險的故

事。標榜以性別平等為主軸，並隱含各種教育相關議題。書末並附有閱讀評量。

四、晨星

1.《臺灣民間故事 1：媽祖林默娘》（鄭宗弦）

為臺灣青少年讀者規劃的長篇民間故事系列首作，由臺灣民間故事重新改編。講述媽祖林

默娘的生平與成仙的經過。

少兒文學工作者│王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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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語日報

1.《目擊證人：你今天目擊了什麼？》（張友漁）

為短篇小說的合輯，每篇約 2,000字。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問題為焦點，引導青少年思考

人際之間諸多不同面向與關係。

六、幼獅

1.《謎霧島 1：正義的夥伴》（林秀穗）

描述主角小柚在外公過世後，回到外公家時，在聽到古老鐘聲後，到謎霧島展開尋回失落

記憶的旅程。

2.《謎霧島 2：東女王的賀禮》（林秀穗）

延續前一集的故事，為了救回弟弟和維護同伴安全而犧牲自己的小柚，被當成了給謎霧島

東女王的賀禮，而弟弟小凱則回到謎霧島，試圖救回自己的姊姊。

七、小典藏

1.《靈魂裡的火把》（幸佳慧） 

為小典藏與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合作出版的「青少年藝術小說」系列首作。描述美

國少年和臺灣少女因於網路上討論藝術，展開對梵谷和陳澄波藝術與人生的追尋。透過文字、

插畫、版面設計和史料交互穿插，以圖文小說方式來呈現主角們和藝術家們不同時空下的生活。

八、小天下

1.《星空下的幻想旅程：蜥蜴女孩＆羊駝男孩》（林滿秋）

書本由兩部作品合而為一部，採各自獨立最後卻又連貫的獨特形式。以對自然環境的關懷

入題。蜥蜴女孩描述一名住在荒漠中，從未見過雨的女孩，出發尋找答應帶她去看雨卻失聯的

朋友的故事；羊駝男孩則描寫住在高山上，從未見過樹的男孩，出發尋找答應帶他去看樹的朋

友的故事。

2.《穿越故宮大冒險 1：翠玉白菜上的蒙古女孩》（鄭宗弦）

描述一個擁有神奇龍形鳳紋珮的少年，參訪故宮博物院時，受到翠玉白菜上的螽斯要求，

運用玉珮的靈力回到清朝尋回斷鬚的故事。為系列作品第一集，預計每集以一樣古文物作為書

寫對象。

九、九歌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

1.《長跑少年》（張英珉）

以一位跳級高中的憂鬱症少年為主角的寫實小說。講述孤寂的跳級生少年因緣際會下加入

了長跑隊，藉長跑走出憂鬱症陰霾的過程。

2.《心靈魔方》（薩芙）

描述少年為了讓臥病的父親高興，用魔術手法作弊失敗，受到校長的鼓勵而參加魔術方塊

比賽，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和對父親的承諾。

3.《棒球、鴨蛋和我》（李光福）

講述一名喜愛棒球，夢想當職業球員的少年，為了補貼家中經濟而忍痛放棄棒球去撿鴨蛋，

卻被棒球隊教練邀請進了棒球隊，在現實與夢想之間掙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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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打發時間圖書館》（李慧娟）

描述宇宙神偷門的大金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穿過時空縫隙，到達「留光廳」，進入「打

發時間圖書館」，卻因意外弄丟了「打發時間書」而引發時空錯亂。

5.《超速遊戲：啊父塔繃牛兒！ Afterburner》（董少尹）

描述高度依賴飛行器的島國上，一名優秀的軍中飛行教練，因緣際會下得到了飛行器的秘

密，引來航太公司的注意，以讓他加入夢想的騎兵隊作為交換條件，面臨了正義和夢想之間的

衝突。

十、巴巴文化 

1.《來自古井的小神童》（廖炳焜）

結合史實和幻想的武俠小說。描述鄭成功時期，一個擁有絕世武功的神祕少年，意外穿越

古井來到現代安平的故事。

2.《高粱高粱幾月開》（李光福）

以作家身為臺灣外省第二代的童年經驗為基礎，道出身為來臺軍人子弟複雜的鄉愁。

十一、未來出版

1.《格鬥棋王：鬼手》（振鑫）

為前作《格鬥棋王：勝負手》的續篇，也是完結篇。透過棋手競技故事讓讀者了解，棋手

在下棋的過程中，挑戰的不只是對手，更是挑戰每個人內在的弱點。

十二、小熊出版

1.《龍族英雄〔贔屭〕：冥界烏鴉的攻擊》（陳沛慈）

為《龍族英雄》系列首作。描述龍王的九個皇子，因不慎破壞太白星君的百寶櫃，被貶下

凡間，成為五年級的小學生，重新修習。本集描述贔屭被指派將墜落凡間的仙石送回天庭以換

取返回天界的資格，但移開仙石則會造成人類的傷亡，贔屭陷入兩難。

2.《龍族英雄〔蒲牢〕：暗黑深海的呼喚》（陳沛慈）

一座熱門的海洋公園發生海豚發狂以音波傷人事件，龍三皇子蒲牢爭取前往調查，以換取

返回天界的機會。他發現被捲入鯨族王子失蹤的事件，他若不能克服自己的恐懼，將鯨族王子

救回，人類的村莊將會被毀滅。

參、觀察與分析

2016年的出版品中，不乏具實驗性、深度的作品，就臺灣青少年小說光譜的豐富性來說，

值得肯定。而 2016年在幻想小說方面尤其突出，有不少令人為之亮眼的作品，看得出臺灣的幻

想小說正蓄勢待發，試圖走出自己的路線。

以下，針對 2016年的出版作品與現象進行歸納討論。

一、獨特的取材與表現手法

2016年的青少年小說，在題材方面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九歌少兒文學獎 2016年的作品相當

出色：張英珉以自身透過長跑對抗憂鬱症的經驗，細膩的呈現了長跑運動者的內心世界。薩芙

則以魔術方塊和魔術的趣味題材，來增加勵志故事的特色。董少尹則以身為專業飛行工作者的

身分，帶讀者進入迷人的飛行世界；故事以罕見的軍旅生活為背景，並影射現實中的弊案，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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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得特出。

另外，生態環保則有林滿秋和蘇善，不約而同以幻想小說的形式來呈現，帶來耳目一新的

驚喜。林滿秋的故事淡雅清新，充滿童話的夢幻輕盈；蘇善的《天空之歌》，則是以詩人富於

意象的語言和精練的文字，呈現了一個風格獨特，帶有魔幻氣息的現代童話。

二、本土幻想長篇系列的經營

近年來臺灣本土創作日益興盛，有較高的比例是通俗取向濃厚的幻想冒險小說。2016年，

明顯看得出有幾部作品以系列的型式出現。顯示出版者／作者亟欲打造具市場性的「臺灣幻想

系列小說」的企圖心。

三、邊界的持續消融：通俗性／文學性、文類與文類

林滿秋的《星空下的幻想旅程：蜥蜴女孩＆羊駝男孩》以文句較輕短、避開成人世界的沉

重複雜現實問題的「長篇童話」的形式來呈現幻想小說，說明了童話與幻想小說之間原本便不

存在絕對的定義分野。而就讀物的可親性來說，這樣的書寫呈現或許能讓更多不同程度與年齡

層的讀者所接受，也帶給讀者更多較無壓力思考的空間。幸佳慧《靈魂裡的火把》則恰恰相反，

以細膩富於修辭的文字，精心設計的敘事手法，文字量與閱讀難度較大多數作品為高，並以少

見的圖文小說形式呈現。而陳沛慈的《龍族英雄》系列、董少尹的《超速遊戲：啊父塔繃牛兒！

Afterburner》，則具有濃厚的日式流行小說風味，通俗卻不失文學性質感。這都是可喜的現象，

提醒我們，臺灣青少年小說還有更多元的可能性。

肆、省思

縱然 2016年的作品有不少值得肯定之處，筆者仍想以較嚴格的標準，談談臺灣青少年小說

作品大趨向中的隱憂。

「校園、勵志」一直是臺灣青少年小說經年不變的主流，也是給人最直接的基本調性和整

體印象，到了 2016仍是如此。例如文房、福地、桔子、培育文化等，都長期經營了為數可觀的

書系作品，其他少兒出版社和文學獎得獎作品中亦有不少此類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在政治營造的臺灣認同風向下，近年兒童文學吹起濃濃的懷舊與文化風。懷舊，

便讓人直覺聯想到柑仔店、老童玩、老屋、布袋戲與歌仔戲、廟宇文化、舊時農村生活、失傳

民俗技藝等，而這些元素也的確反覆出現在作品中，成為鮮明的「文化符號」，在寫實小說中

尤為多見。幻想作品方面，則有極高比例的作品著重於臺灣歷史與文化的探源，而後進行發想。

以原住民傳說、漢人傳統民間信仰與地方傳說為基礎者近年來幾乎年年有之，2016年亦不例外。

綜言之，無論寫實或幻想題材，都大量出現了「傳承／復甦／認同臺灣文化與記憶」的相關題

材。從較巨觀的角度來看，我們的青少年小說題材與寫作模式產生高度集中的「單一化現象」。

在市場走向蕭條的今日，特別值得我們關切與探討。這樣的現象，究竟原因為何？產生什麼影

響？

筆者認為，上述單一化現象的發生原因，可分就需求和供給兩方來看。在臺灣少兒文學中

長存的核心，先是一直以來的品格教育，如今更加上了文化教育。配合政策風向，則有了教育

的需求。有了教育的需求，則轉化為家長、學校的消費需求

而從供給面來看，這樣的需求，給了出版者和作家生產具有教育功能的文學產品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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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動能又能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將少兒文學當作教育商品，追求市場性的成功；一個則是

懷抱著品格與文化教育的使命感，希望讀者讀了小說後有所「得」。

若從品格教育的層面來看，品格教育導致了寫實校園勵志作品的興起。這樣的類型故事，

並非不佳，但加上對少兒讀者過重的保護主義──題材要光明正向、字數不宜太多、也讓我們

的作品大多停留在輕、短、淺的程度，一再產製／消費諸多弱勢孩子的故事，卻少有特出、企

圖心之作。大量聚焦在「學生」的「問題」與「成長啟蒙」，反而容易對社會、大環境以及其

他可能的題材「失焦」，甚至產生盲點。

文化教育面向而言，若出版品並非以文化教育作為重要的商品屬性，而是以記錄、傳承文

化為目的，肩負著傳承的使命，則出版品的暢銷與否，便應不是優先考量。但小說作為商業產

品，現實上很難不考慮市場性。但若過於注重市場性，將文化教育作為重要的商品屬性，那麼，

同樣的，青少年小說除了是教育商品，更儼然成為一種文化商品，最後才是文學商品。

無論是單純出於文化教育的使命感，或是將文化教育作為小說銷售的訴求重點，都無可厚

非。然而，若過高比例的小說依此路線創作或出版，將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小說主題，甚至表

現手法與形式的限縮。若再加上品格教育和保護主義的加成影響，那麼，即使是擁有無限空間

的幻想小說，主題與形式的單一化，就難以避免。

另外，透過小說施行文化教育，對作者／出版社本身而言明晰的「文化之美」，是否能夠

完整的傳遞給讀者？尤其許多文化專有名詞與概念，在一般讀者缺乏語境的狀況下，是否反而

造成了難以進入故事情境與閱讀享受的障礙？作品呈現在地文化，原是天經地義與自然而然之

事，但若缺乏充分的內化與透過創意的轉化，只將文化元素作為召喚讀者購買／閱讀的出版／

寫作策略，難免予人在閱讀時「處處文化符號」之感，更隱藏了被政治意識形態風向主導小說

創作／出版的危險。

就小說創作而言，無論是品格教育功能還是文化教育功能、出版者／創作者對在地文化傳

承的使命感有多強烈與急切，都需要節制審慎，以免成為意識上自己未能察覺的潛在焦慮，卻

暴露在讀者面前；當教育的目的擺在最前頭，那麼小說創作的內容，便大抵服膺於這個目的，

同樣也擠壓了作者的想像空間。

特別要強調的是，在此指出單一化的現象，並非代表所出版的這些作品為劣作、無出版價

值，而是站在青少年讀者作為閱讀主體的需求，以及作家透過小說進行藝術創作的本質來看，

似乎太過狹隘而可惜。小說除了教育的功能之外，尚有娛樂（紓壓）、哲思創意（文學及藝術

啟發）、療癒（忘憂）等豐富面向，過度集中於教育而壓抑了其他面向，實際上也冒著贏到官

方的獎項，吸引了家長、和公家機關與學校的採購，卻扼殺了作品本身可能性，與失去了原本

應可得的讀者群的風險。

伍、代結語：期待，用勇氣吹起創意之風

儘管步履緩慢，2016年臺灣青少年小說的作品，深度、廣度上都有不錯的展現與進步。期

待，未來臺灣的青少年小說能更夠勇於擺脫教育市場／政治正確的「風向式出版」，朝向更開

闊自由，更具獨特性、更具企圖的作品來企劃、發想，以更令人驚艷的創意和自然散發的文化

底蘊，為世界（當然包括臺灣）的讀者所喜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