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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帶領

2012 年臺灣少年小說出版回顧

蔡明原 ◎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生

綜觀 2012 年臺灣的少年小說除了題材涉略廣泛之外，許多作品多能反映社會時事、且營

造出能引導讀者進行思考、反覆辯證的文字空間，這些特色是閱讀過程中感到最令人驚豔的地

方。因篇幅有限，本文以 2012 年度出版（紙本）的少年小說為主，再版、改版、刊載於報章雜

誌各級文學獎的作品不在文章的分析範圍之內。

  奇幻：幻想的疆界

期待臺灣也能生產出有如《哈利波特》、《魔戒》等聞名國際的奇幻鉅著，一直是出版者、

讀者與作家的想望，人們可以從許多作品的推薦詞讀見這種迫切的心態。由陳郁如所著、目前

出版至第二部的《修煉》三部曲便是以臺灣的《哈利波特》之姿現身，文中的奇幻元素來自於

有靈性的動物經過數百年潛心修煉後可以以人形出現並且擁有各式各樣的法力。故事的背景從

現代臺灣說起、連結至中國漢朝等各個朝代歷史，時間軸綿延了有數千年之長。這些動物精因

其不同能力、個性而在中國歷代各朝扮演了決定、干涉國政興衰、走向的關鍵性角色，讓這些

歷史頓時變得生動可親。作者擅於掌握節奏，幾次法力對決場面正邪雙方氣勢、優勢的此消彼

長不僅讓人屏息更有意猶未盡之感。至於李亞的《達貢城的英雄》則是建構了一個完全虛構的

世界，人類在此不再是萬物之靈，因為物種的界線被消弭了。文中人物的形貌、能力的設定與

天職概念的提出，頗令人耳目一新。黃玄的《反宇宙的魔幻國》中神祕的隕石半天島和反宇宙

之間的關連到底為何，則是有待續集來說分明。

歐美國家的確有許多不能忽視的奇幻作品，但事實上臺灣奇幻小說的出線大可不必每次

非得抓一部西方的經典來掛名對保，因為那彷彿總是用一種仰視的姿態來面對它們。陳郁如的

《修煉》三部曲把中國、臺灣歷史拉進敘事軸線的寫作策略讓小說有了十分迷人的東方文化色

彩，人物（能力）頗具新意的設定儼然已獨樹一幟。即使還有待時間證明是否能在這個類別成

為典範，但它的高可讀性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動物：說話的可能

動物小說一直是個很有趣的小說類別，這種創作類別背後可以追究的問題是：人類到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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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為動物說話、能不能為動物做出主張，甚至賦與了動物表情（喜怒哀樂）、情緒（失落、

煩悶）？張英珉《鴿王再現：流浪鴿集團的榮耀》這部小說分成兩個線索進行：少年阿丹有著

和爸爸一樣喜歡賽鴿的興趣，他從餵養棄鴿小虎的過程中貼近了父親的內心世界。鴿子小虎則

是喜歡翱翔天際的感覺，也因此認識了許多同伴。這部小說重點於阿丹如何透過小虎更認清自

己、小虎則是藉由一次又一次的飛行激發、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基本上這部小說中鴿子的「能

力」或者與其他鳥禽的「交往」都還在科學可驗的範圍內，情感方面也不至於過度渲染。王怡

祺的《綠光魔法石》是一個很新穎、有趣的創作嘗試，作者把動物（鳥禽）變成了在現實世界

生活的人類，兩個不同物種的生物付出相當大的心力去適應彼此。這種以單一個形體揣摩兩個

物種的個性與天性的寫作策略基本上滿足了動物如何擬人、人如何理解動物一體兩面的想像。

簡單的說，小說的虛構素質是建立在對於現實的透徹認知上；閱讀過程中的所有獲得最後

會反饋到讀者身上並且成為其理解世界的養分。因此當動物被擬人化後並且被置入人類思維所

結構的社會的時候，情感的分量要如何節度拿捏、將會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地方的再現

以臺灣各地為題材書寫的作品也是今年臺灣少年小說耀眼的收穫之一，在這之中主要有地

方感鮮明以及地方面貌模糊兩種不同特色的作品值得被提出來討論。透過這些作品，人們可以

思考的是不一樣的「地方」出現的原因是什麼？意思是說，作家想讓地方是以知名景點、景緻

妝點、面容清晰後浮現，可能是動念於一種建構地方知識的初衷。另一方面，讓地方隱姓埋名

後再憑藉著記憶與情感一筆一畫勾勒出它的面容，則毋寧是希望讀者可以體會作者是如何並且

深刻的愛上腳下的土地。

幸佳慧的《金賢與寧兒》藉由一段解開身世之謎的過程，領著讀者遊走金門。廖炳坤以

充滿懸疑、緊張氣氛的《億載金城之暗夜迷蹤》一書掀開了臺南這座古城的歷史之謎，小說

中鬼祟紅毛番的出現竟然牽引出一段纏綿百年的愛情誓約，也讓有著偵探精神的主角們藉此

身體力行走讀了一趟臺灣近代史。陳景聰的《玉山的召喚》則是讓讀者在海拔數千公尺高頂

峰目睹了一場驚險的山林保衛戰，主角志良未竟（未解）的心願也在此刻圓滿。文中提及了

原住民對於高山的敬畏以及衍生出的信仰崇拜，讓讀者認識玉山之於臺灣所代表的精神與文

化意義。此外李潼的《神秘谷》同樣是寫平地小孩誤闖原住民的住居地，並因此開啟了一段

認識陌生文化的旅程。

張友漁的《再見吧！橄欖樹》敍寫一個家族的成員和土地共存共生的故事。小說中六悅和

家人們所生活的地方沒有明確的指涉，但透過許多細瑣、細節事件的娓娓描繪，讀者和土地好

像也有了情感的連結。因此當六悅她們在人生中不斷的流露出想要回家（土地）的念頭，其實

也就不難體會這些動作背後隱藏的深刻依戀到底是從何而來的了。「家」的意義在她們心中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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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象、可觸這樣實體的物事，多元一家人心中的「家」是種經由時間的沉澱以及和生命氣息

相通後的抽象概念。如果對這概念追根究柢的話，會發現那其實就是人類亙古不變，依賴、憑

靠土地生養作息的天性。

  環境：發展的兩難

自然、環境原始景貌的保存與維持如何和經濟發展取得協調，是臺灣社會近年來熱烈討論

的議題。對青少年來說，從片斷並且已經形成定論新聞媒體的訊息去了解這些議題只會是一種

單向的吸收。但如果是透過閱讀故事性的、保有討論空間的文字敘述，相信可以讓讀者培養、

擁有獨立的思考機會。張文慧的《小漁村的海王子》寫順宜地方特性而發展的傳統產業在強勢

的資本思維介入下，在地住民針對維護土地原貌與繁榮地方經濟兩個選項間開啟了一段思辨的

旅程。《悲傷天使》裡提出的問題是土地開發如果和弱勢者（孤兒院）產生衝突，情義與公理之

間的判準如何挪移？《廟口的小孩》提到了「都市更新案」，處理的是當在地情感和土地價值被

放在同一個天平上衡量的時候，人們是否能夠說服自己擺脫進步主義的線性思考、重新認識土

地本真的價值會是甚麼？

公民意識的崛起是近幾年臺灣社會相當可喜的收穫之一，如前言所說對於議題的關注不

會是因為群聚效應的影響，是必須有堅實的論述才會有讓人認同的可能。因此這些作品所能延

伸、開創出的思考向度也就顯得彌足珍貴。

  經典的重構

2012 年度有數本改編自中外文學經典的作品，例如四也出版的「許榮哲經典學園」系列。

文學作品之所以可以被稱作經典、就在於它有著至今仍難以取代、超越的創意，更是許多作家

寫作的初衷與想像的起點。因此想要改編、重寫這些經典就會是一件很難兩全的工作，因為增

添新素材是這件工作之所以成立的必要條件，但在秉持原著本意同時似乎又得避免掉全文照錄

的尷尬處境。目前這個系列有白千翌改編的《西遊記：燃燒吧！五行戰士》、王幸慈改編的《鏡

花緣：萌少女幻遊記》以及許榮哲改編的《環遊世界八十天：獵殺蛇夫座》，它們特色在於每一

部作品都摻入了星座、花語等通俗文化元素而讓故事有了嶄新的面貌。

  成長：困境的突圍

作為少年小說創作主流的「成長」主題的作品在今年亦有不少佳作出現。張雅義的《流浪

三兄妹》故事背景設定在早期的傳統社會，內容是敘述失親失依的兄妹三人在尋父旅途上種種

驚險過程。雖然某些情節略顯矯情刻意，但文中人與人之間不分親疏互助的情景與庶民社會人

際的互動讀來頗為溫馨。王宇清的《空氣搖滾》寫一群熱愛音樂的青年如何把登臺表演前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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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摩擦、挫折轉化成自己生命經驗中珍貴的養分。

一般來說「成長」的意義似乎都僅限於孩童，但在下列作品中可以發現對某些成人來說

反而是在小孩身上看見了自己缺點與侷限而獲得改變的可能。曾詠蓁的《老公寓》裡和長期

失業又有酗酒習慣的父親生活在一起的騰良，對於自己的處境和有一位失能的爸爸總是感到自

卑與絕望。父親最後是在兒子的幫助下以及在幾次奇妙的經歷後攜手重新展開人生。黃顯庭的

《Love，Love，雲的家》裡的一平是個連爸媽都覺得「奇怪」的小孩，原因是家人都忙於工作以

至於讓他缺少陪伴、說話的對象。最後一平決定離家出走，帶著小狗去尋找可以讓人幸福的雲

的故鄉。這個舉動使得原本只會相互指責的雙親開始轉向反省自身，最終發現了幸福的真意。

在《她的名字叫 STAR》一作裡當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星彩帶領著不受歡迎的王子仁漸漸放

開胸懷、迎向群眾的同時，她卻因故離世、留下錯愕的同學們。星彩是非常樂觀積極的少女，

所以她的成長動力基本上是來自於自身個性、更是王子仁之所以能改變的主要原因。她在文中

的反叛（透過書寫）其實都是直指僵化、弊病叢生的教育體制，雖然這些反動行為都是在文字

中（課堂的作文課）實踐，但確實讓讀者有了某種可以衝破窠臼的期待（理想）。但故事中安排

了星彩意外結束生命，是否暗示了體制的崩解仍是種艱困的實踐、無解的習題。《追風少女》一

作一方面批判了學校裡某些因循陳腐的現象，一方面說明了教育的意義應該在於試著發現人的

殊性，而不是無視個體只用一種模式來套應全體。主角依琳因為家貧單親所以被同儕排擠，在

頻繁進出少年撫育院看似沒有未來的同時發現自己原來有競跑的天賦，適性發展個結果讓她為

人生開啟了嶄新的一頁。不過某些情節鋪陳讓人摸不著頭緒甚至是過於牽強，是小說中較為可

惜的地方。

  性／別：想像非我族類

「葉永誌事件」彷彿是日昨才發生的事情，其實已經過 12 年的歲月了。同志大遊行也走了

10 年，終於，某些僵固的觀念有了鬆動的跡象。正因為許多民間社團長久以來自發性的努力以

及性別平等教育逐漸走入校園，尾隨在特定性別傾向後的刻板印象（歧視）有了擺脫的契機、

社會氛圍也因此開始變化，即便過程中有不少的阻礙。管家琪的《美少年之夢》講的就是跨越

性別界限的故事。會因為臉上的斑點而想要動美容手術的小男生在家庭中是個令父親苦惱的

存在，家族長式的傳統觀念讓他難以接受兒子種種差異性的行為。這部小說的敘事方式頗具新

意，是以 6 種不一樣的發展（過程）來探問每位家庭成員內心對於愛美如命郝帥的想法。鄭宗

弦的《調皮的鬼娃娃》強調了學校是性別平等教育實踐一個相當重要的場域，小說中健康教育

課程老師以實際行動（衛生棉的使用方式）讓全班學生（不分性別）了解到某些無心玩笑其實

是會惡意傷人的。此外，性別之間必須以尊重作為相處的基礎是《調皮的鬼娃娃》想要傳達的

另一個重要的認知。



全 國 新 書 資 訊 月 刊 25民國 1 0 2 年 2 月號第 1 7 0 期

  庶民與傳統信仰

鄭宗弦的《我家的神鬼老大》一書可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前半部寫乩童、師公與神壇這種

臺灣社會一直存在的傳統信仰。現代人的眼光或許會認為這種問卜（問事求藥）的行為根本經

不起科學的驗證，但它卻是早期經濟不發達、民智尚未開化的農村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種生

活上的依託。民眾對濟公活佛的醒世誡語都是誠心誠意接受並會檢討是自己是在哪些地方做錯

了，所以祂所扮演的其實是種釋疑解惑（心靈導師）的角色。後半部寫喪事禮俗的準備、舉辦

的繁瑣過程，以及許多看似不合時宜的行為與活動。即便現代（都市）小孩應該會用一種獵奇

的心態來閱讀這部作品裡所描述的事物，但它終究為這些世代記憶留下見證與記錄，何況書中

許多點化人心的話語至今仍然是可遵循的普世價值。

  代結語：關於語言與文字的思考

2012 年臺灣的少年小說在主題、題材與議題等方面涉獵的幅員之廣，有讓人目不暇及的

感覺。這些作品不僅讓多元價值並陳、且思辨性質的高度展現已經不復見到早期兒少讀物教條

式、作家以指導者自居的書寫原則。所以，在這樣的豐富繽紛的創作成果中，閱讀就成為一件

相當值得期待的事情。

最後筆者想談王力芹的《誰？跌進了豬屎坑》這本書，內容是一位媽媽看到自己的小女兒

執意要跑到豬圈裡玩耍，回憶起了童年時曾經和豬結的下不解之緣。小說語言的使用是以臺語

華語交雜，臺語的用字方面採取漢字諧音以及注音符號的方式書寫。如果先不管作者這樣的寫

作策略的意圖為何（真實生活面貌的呈現或是推廣臺語文），獨樹一幟的語言文字表現方式讓

人印象深刻。但對筆者來說，閱讀這樣的作品過程中是會出現許多停頓、阻礙的，因為作品中

的言文呈現和自己長久以來已經內化的言文使用（說話、書寫）慣習是有差距的。王力芹的這

部作品一方面突破了某種侷限，提供給讀者一個去中心思考的可能，但也一併的讓許多問題浮

現：作為表達工具的語言文字是否有多元的需求並且要用哪種形式呈現？讀者和作品如果出現

接受上的落差，該要怎樣彌補？相信會是臺灣的少年小說未來不得不面對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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