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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改寫出發

如果《魯賓遜漂流記》、《格列弗遊記》、《金銀島》、《野性的呼喚》等這些出版較早

的英文經典作品因為適合少兒閱讀，可列為外國少年小說的話，則臺灣在四十年代就有外國譯

本了。早期的《學友》與《東方少年》這兩本青少年雜誌曾為小讀者改寫不少世界名著，深獲

當年國小中高年級生的歡迎。閱讀這些改寫的作品雖然覺得隔一層，但至少為小讀者開了一扇

窗，對人性有較深刻的體認。

就整個臺灣外來少年小說的發展來說，不論是外文經典作品或改寫作品的出版，都是良

好的起步。「國語日報」最早改寫名著。它在1966年改寫《大衛歷險記》，隨後又改寫《萬能

車》、《丁香花下》、《六十個父親》、《柳林中的風聲》等。小魯在1992年加入改寫行列，

出版數量相當可觀（約40多冊）。東方的「世界少年文學精選」也改寫了將近60冊，但改寫的

主因似乎在遷就學童的適讀年齡問題。相較之下，原典還是原汁原味，因此，改寫本只是一時

替代品，逐漸被原典的譯本所取代。

✿ 以質取勝的國外得獎作品

1921年美國圖書館協會創立的紐伯瑞獎，80多年來的得獎作品以少年小說最多。智茂出版

社篩選這個獎項歷年得獎作品，在1992到1995之間，共譯了48本之多，使其得獎作品立即成為許

多出版社的追逐目標。每年1月底紐伯瑞獎揭曉後，有意出版其得獎作品的國內出版社便開始競

標，結果導致版權費愈來愈高。

智茂的譯本購買過翻譯版權，但年限過了之後，並未續約。由於部分譯文不甚理想，東方

出版社出面購買其中10多本的版權，並重新翻譯，出版後銷路不錯。與紐伯瑞獎同種語文的英

國卡內基文學獎得獎作品也跟著登臺，如《史凱力》、《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等。2008年

泰晤士報「雞屋兒童小說獎」的首獎《海島人的贖金》在2009年臺灣就有了譯本。同文的澳大

利亞、紐西蘭的少年小說得獎作品也出現在臺灣，如《基夫大戰牛頭犬》、《鯨騎士》。

臺灣出版社熱中出版得過獎的少年小說作品，因為作品品質就是銷售的保證，但得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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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並非每一本都適合在臺灣出版，而且優秀的英文作品總有選盡的時候，因此，其他語言的優

秀作品也開始受到青睞，其中似乎以德文作品最受寵愛，麥克‧安迪的《火車頭大旅行》、

《十三個海盜》、《默默》、《說不完的故事》，和柯奈利亞‧馮克的《神偷》與《墨水心》

系列最受注目。瑞典林格侖的《強盜的女兒》和《獅心兄弟》的中文版也先後在臺灣問世。題

材特殊的法文、以色列文作品也被選譯為中文（如《0到10的情書》、《天堂之星》）。智利女

作家伊莎貝‧阿言德以西班牙文寫的《天鷹與神豹的回憶》三部曲也由聯經出版。日韓文作品

開始在臺灣出現。臺灣真不愧為「地球村」的一分子，好的少年小說在臺灣幾乎都可找到不錯

的譯本。

✿ 模糊的「適讀年齡」

每家出版社各有不同的出書策略。有些出版社在取得樣書後，只研究該書值不值得出版，

可獲得多少利潤。一些企圖心較強的出版社，每本書的挑選都經過仔細考量後，再有計畫地出

書，於是我們看到「文學館」、「酷小說」、「跨世紀小說精選」、「青春悅讀」、「金獎小

說」、「世界兒童小說館」、「漾少年」、「經典故事坊」、「勁小說」、「大獎精選」、

「世界小說館」等不同的分類，雖有少許區別，但內容的永恆主題仍是啟蒙與成長，訴求對象

仍是青少年。

「漢聲」早在1989年就開始出版「拇指文庫」，專門為青少年出版深淺不一的少年小說，

其中的「青年拇指文庫」出版以艾西莫夫的科幻系列為主（8部19冊） 。有趣的是，「少年拇指

文庫」30冊中，竟然有16冊是羅娜‧英‧懷德的墾荒小說，「國際少年村」也出版她同樣的書8

冊之多，「國語日報」、「志文」、「東方」也出版中文譯名不同的同一本書（《大樹中的小

屋》、《大森林的小木屋》、《森林裡的小木屋》）。這種現象足以解釋為什麼國內有那麼多

的《湯姆歷險記》、《金銀島》和《愛麗絲漫遊奇境》的譯本。

上個世紀九○年代後奇幻文學興起，許多重量級系列作品以「老少咸宜」為號召陸續出

現，如《魔戒》、《納尼亞傳奇》、《地海系列》、《黑暗元素》、《龍騎士》等，《哈利波

特》及向達倫系列的推銷手法亦是如此。許多本國出版社對於適合成人與青少年閱讀的作品，

常以模糊的手法處理，不刻意點出該書的適讀年齡，希望能同時吸引廣大讀者群，這就難免令

人覺得有如美國本土大型書店把《暮光之城》系列這類書擺在標明「羅曼史（romance）」書架

上一般。分類的模糊化間接說明「適讀年齡」的設定不再有多大的意義。

分類模糊的書並不僅限於上述的系列書。這一兩年的暢銷書同樣讓家長、師長感到困惑，

例如《偷書賊》、《追風箏的孩子》與《偽倫敦》。這類書敘述了少年的成長之旅，但又涉及

成人世界之惡，究竟要不要讓孩子閱讀？談自殺（如《獅心兄弟》） 、校園暴力（如《巧克力

戰爭》） 的書，孩子應該接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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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聲喧嘩的主題與內涵

隨著大環境的變遷，外來少年小說呈現了眾聲喧嘩的多元風貌。作家不再避談自殺、死

亡、同性戀等這些敏感的議題，同時更深入挖掘當前青少年共同面臨的困境，如族群、未婚懷

孕、性侵、吸毒、嗑藥、酗酒、虐待霸凌等問題。這類作品被列為「問題小說」，讀來格外

令人震撼，如《嗑藥》、《洞》、《我是乳酪》、《巧克力戰爭》、《16歲爸爸》、《閃亮閃

亮》、《鳥街上的孤島》、《我不再沉默》等。

女性地位的提昇也是近半世紀少年小說關切的主題之一。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

的少年小說作家，不分男女，都喜歡以少男為主角。不知是否受到女性主義崛起的影響，近

三十年的少年小說角色性別起了變化，女孩慢慢取代了男孩，甚至部分作品更直接以第三世界

的女孩為敘述者，這些作品展現了人性關懷，如《風中玫瑰》、《戰火下的小花》、《帕瓦

娜的旅程》、《英雄的皇冠》、《回家》、《鯨騎士》、《一個女水手的自白》、《孿生姊

妹》、《少女蘇菲的航海故事》等。

由於全世界竭盡全力發展經濟成長，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造成大地反撲，整個地球正

面臨重大危機：缺水、缺糧、資源耗盡。如何維持生態平衡也是現當代少年小說作家重視的主

題。較早的《少年小樹之歌》、《海狸的記號》、《狼王的女兒》、《希臘狂想曲》曾稍有提

及，但強烈呼應的應該是《天鷹與神豹的回憶》系列、《托比大逃亡》、《艾立莎的眼淚》、

《知更鳥事件簿》、《鱷魚事件簿》、《鱒魚事件簿》、《追蹤師》系列等。

如果把閱讀對象設定為國小五六年級，則安德魯‧克萊門斯的校園系列是許多家長和師長

可以接受的。他的校園小說至今已超過50冊，目前在臺灣出版已有8冊：《我們叫它粉靈豆：

Frindle》、《不要講話！》、《成績單》、《作弊》、《午餐錢大計畫》、《蘭德理校園報》、

《16號橡皮筋》、《完美替身》。這些書內容輕鬆，但書中的教育話題卻深刻嚴肅，值得師

生、親子共讀後，深入討論。

主題多變是現當代外國少年小說的主要特色，但值得注意的是，主題多變需要敘述技巧來

襯托。許多作品依然仰賴傳統的說故事方式來表達，因為有一個好的故事，讀者會深受感動，

而忽略了它的表達技巧。文類的互動也間接影響了呈現情節的方式，「少年小說童話化」就是

一種明顯的變化，《英雄的皇冠》與《魔法森林》系列便是最好的例子。去年（2009）年初，

尼爾‧蓋曼的《墓園裡的男孩》獲得紐伯瑞獎，等於宣佈「怪誕美學」也是少年小說的一種表

達技法，他的《第十四道門》也因此再一次引起讀者的注意。同一年以魔幻寫實手法展示的得

獎作品《木屋下的守護者》似乎被忽略了。

✿ 幾個有趣的問題

在所謂的「地球村」裡，文化交流無法避免，交流後隨之而來的就是衝擊。這些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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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外國少年小說挾著得獎作品的光環，以譯本形式出現在國內市場，影響本地作家的寫作空

間，但卻讓讀者大開眼界。外國少年小說題材新穎繁複，刻劃人性相當深入，雖有文化殖民之

慮，但其魅力卻無法阻擋，每年的出版數量約占所有出版的少年小說七成以上，訴求對象也不

限於青少年，許多成人也是這類作品的忠實讀者。

由於適讀年齡的模糊化，出版社負責選書的人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尤其是面對9~12歲與

15~18歲這兩個階段的青少年。9~12歲的孩子脫離繪本不久，大部分還在橋梁書中徘徊，如果要

迎合他們，又怕被說太幼稚化。15~18歲的孩子常常認為自己是小大人，不屑於翻閱所謂的青少

年讀物，出版社自我調整選書的方向，又難免惹來成人化的批評，兩面不討好。出版社至今仍

然想不出破除這種困境的妙方，只好繼續揣摩市場的需求。

書的行銷策略也有待推敲，美國有一個例子值得學習。今年9月曾得兩次紐伯瑞獎的凱特‧

狄卡密歐推出《魔術師的大象》一書。作者的企圖心很明顯，紐伯瑞獎當然是目標之一。於是

我們看到書商安排她上電視接受訪問，大談她寫作該書的經過，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先送給專家

學者試閱，請他們表示意見。福斯公司也表示有意將其拍成影片，推書動作一波接著一波。當

然，這本書確實不錯，因此，書商的行銷策略執行得相當得宜，雖然最後並沒有得獎，但促銷

的動作卻是相當成功，相信它依然有機會得到其他的獎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