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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國語日報60周年慶
想寫作，可以先從《國語日報》開始！

王岫 ◎ 文字工作者

今（2008）年10月25日是《國語日報》的花甲之慶，報社出版了《見證：國語日報六十

年》的紀念文集。捧著這本素雅設計一如該報風格的書，翻閱各作者或敘說《國語日報》對語

文教育的貢獻，或追憶與《國語日報》的淵源或受到的影響，自己想想，只少《國語日報》幾

歲的我，何嘗也不是見證了《國語日報》多年來的成長和變化呢！。

和許多人一樣，我也是從小學就接觸《國語日報》的。幼時家境不好，父母親無法為家中

孩子訂閱，但學校的班級倒是訂有這份報紙。在四、五十年前，《國語日報》可說是小學生少

有的課外閱讀刊物了，但真正讓我心底對《國語日報》產生親近、扎實的感情，應該是四年級

當圖書股長那一年罷！我每天一早到學校第一件事，就是將《國語日報》夾在教室後面的報夾

上。我算是班上最早能翻閱報紙的人了，撫觸著這份當時唯一有注音的報紙，我總欽羨著許多

小朋友的作文，竟能化作鉛字，出現在報紙上。更令人驚奇的是，導師朱同源先生，有時也展

示他登在《國語日報》的文章（我已忘了那時候的版面名稱）給我們看，我才明白，原來《國

語日報》不只是給小朋友看的報紙而已。朱老師喜歡文藝，也鼓勵我們閱讀，所以那年，我的

確很認真的閱讀《國語日報》，雖然，我還沒有勇氣投稿，但閱讀報紙和老師的影響，在心裡

已埋下以後喜歡閱讀的種子了。

也跟大多數人一樣，上了中學和大學後，和《國語日報》疏遠了一陣子。但幸運的是，在

中央圖書館（改名國家圖書館）上班後，辦公室竟然又有《國語日報》了。原來，我初進央圖

是在採訪組工作，這個單位是專門徵集、購買圖書及採訪出版訊息的單位，經常登有新書消息

或書評、書訊的報刊，辦公室總會有一份，以供同仁參閱；所以我又有機會翻閱了。隔鄰漢學

中心的蘇精先生，出身教育世家，大概也是看《國語日報》長大的，有幾次我看到他在《國語

日報》寫的文章，在他過來我們辦公室看新到圖書時，我就跟他聊起他寫的文章；他說：「想

寫作，可以先從《國語日報》開始呀！」

這句話，幾乎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兩個女兒誕生了，公事、家事雖然忙亂和牽絆，但

孩子的可愛和調皮，也使家裡充滿歡笑和喜樂了；我不禁有以文字將她們的家居、學校和成長

賀國語日報60周年慶─想寫作，可以先從《國語日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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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趣聞、事件，記錄下來的想法。

「想寫作，可以先從《國語日報》開始呀！」──蘇先生的話在我腦海裡響起。《國語日

報》不僅是小朋友寫作的啟蒙園地，對我這個新手爸爸似乎也是，於是我開始寫了一系列有關

家居生活和孩子成長的雜文，投寄給《國語日報》的家庭版。那時的主編是頂頂有名的薇薇夫

人，她一點也不認識我，卻蒙她不嫌棄，每寄去稿件，第十一、二天就能見報。當時報紙字體

較小，兩千多字的文章，竟也都能擠進篇幅。二十年後的去年，薇薇夫人在市長官邸開畫展，

我特地去看她，自我介紹後，她才恍惚想起編家庭副刊時，在稿件上認識的我；靦腆的我，也

只請她喝一杯官邸的咖啡，當作是心中默默的感恩和謝意，真是失禮。 

由於《國語日報》的投稿還算順利，對我是一種無形的鼓勵，也給我一個啟發：身邊和

熟悉的事，是最好的寫作材料，我也開始向其它報刊寫自己熟悉的有關圖書館、圖書、出版等

方面知識或訊息的文章，慢慢的，開闢的園地也漸廣，這都是《國語日報》奠定的基礎。而我

在《國語日報》家庭版的系列寫作，延續了十多年，從孩子包尿布時期，寫到她們唸國中、高

中，文章曾彙集成三散文集；我曾對長大的女兒說：「妳們以後出嫁，嫁妝沒有一牛車，但三

本記載妳們童年舊事的書，應是最美好的嫁妝！」而這三本書裡的文章，其實大都產生於《國

語日報》。自薇薇夫人之後，家庭版歷經馮季眉、方家瑜、盧秀娜、蔣秀娟主編，她們也都對

我相當鼓勵和支持；已升為總編輯的馮季眉小姐，任內還囑我開闢親職小名句和每週書訊等專

欄；每週書訊後來衍生為現在湯芝萱主編的星期天書房的書介選書。偶而，我也投稿給「少年

文藝」版，湯主編和現任的王秀蘭主編，也都給我不少指正的意見和鼓勵，她們在文學方面的

知識，都是我要學習的。

兩個女兒也是在《國語日報》的協助教育下長大了。她們都辦有國語日報圖書館的會員

證，假日如果我和太太有事，她們就經常在報社的圖書館消磨半天。老大曾在國語日報上過美

術課，老二則上過自然教室的課，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為她倆報名作文班時，都得一大早來大

排長龍，真是盛況空前。孩子唸小學，因為經常出入國語日報，我們有時接送她們，使我們對

國語日報的各樓層也都相當熟悉了，進出這裡，就好像進出她們的學校一樣；這裡，幾乎是她

們第二個學校了。她們偶而也會向《國語日報》的「兒童園地」投稿，當時的主編吳淑玲小

姐，也給她們很多指導和鼓勵。這些在國語日報的上課和投稿，應該也奠定她們一些扎實的語

文基礎，現在她倆一個在小學教書，一個剛到高中教書，回想起在《國語日報》的歲月，應該

也如我一樣，充滿謝意罷！

即使孩子長大了，但我還偶爾在《國語日報》寫稿，所以我對《國語日報》還有一些觀

察。現在報業情況不好，許多報社副刊園地篇幅或版面大為縮減，但還能維持一貫的副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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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真是難得了。在兒童、青少年寫作的園地方面，更幾乎是獨力在撐起一片天，若說《國

語日報》為國家、社會的語文教育，盡了無形的輔助力量也不為過。以讀者來看，《國語日

報》不八卦、不激情，完全以教育、語文、家庭、學校、保健等新聞和文章為主體，是最純

樸、安全和有教育意義的平面媒體。

除此之外，我因為參加「好書大家讀」的評選工作，不管甚麼會議，都看見國語日報一定

派代表來參與；這顯示國語日報長期支持「好書大家讀」的工作，在早期馮季眉小姐時曾主辦

過，現在即使換成北市圖主辦了，許多雜誌或媒體也逐漸淡出了，但國語日報還是堅持著參與

會議，表示他的支持。

 這是我從小到今，對國語日報的認識和交往；國語日報有我許多朋友，老社長林良先生也

是我牯嶺街巷內的好鄰居；連現在每週晚上打一次羽球的社團，也有兩位國語日報編政組同仁

來加入，讓我又多認識了兩位報社的朋友，真是與國語日報很有緣份。

一口氣讀完《見證》這本充滿溫馨回味，但亦也勉勵未來的紀念文集，我不禁也要打從心

裡祝賀這位終生的朋友更加成長、茁壯。

▲ 97年10月24日，《國語日報》歡慶60週年，黃啟方董事

長致詞。(林培舜/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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