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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台灣的青少年小說，經常被化約為「少年小說」，或與「兒童小說」混用，定義頗見模

糊。本系列文章探討之「青少年小說」，範圍，則採廣義之認定，凡青少年所接受、喜愛，或

專為青少年所寫的作品，皆列入考量。藉此機會，本系列將與讀者共同重新回顧臺灣青少年小

說作品。原則上，每次文章將分析至少一本於臺灣青少年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

對照今／昔閱讀與寫作觀念的多元轉變，進行文本意義與價值的探討；在觀察文類的演進足跡

之餘，挖掘更多青少年小說的豐富性。文中避免使用「經典」一詞，而以「巡禮」稱之，目的

在於邀請讀者更廣泛地思考作品的意義，尊重青少年的閱讀主體性，並盡可能避免過於重視教

育意義的盲點。

貳、《阿輝的心》簡介

本文介紹《阿輝的心》，是林鍾隆先生的作品，於民國53年12月起，連載於《小學生》雜

誌。這部作品雖不是最早的本土長篇少年小說創作（注1），但卻是最早集結成冊（1965）之連

載作品，因此，經常被視為臺灣本土創作的第一本青少年小說。《阿輝的心》雖是在作家跨越

日語、國語兩種語言的狀況下寫成，但文句清新優美，現在讀來文筆並無甚窒礙。

《阿輝的心》講述少年李阿輝，由於父親因腎臟病逝世，母親不得已要到臺北幫傭謀生，

而將他寄養在舅舅家，寄人籬下的生活故事。全書共分二十章。寄居的阿輝並未得到親人的溫

情，反而經常受到舅舅與舅母的奚落，並讓他與長工同住；在學校裡，也因表現優異遭到同學

水牛忌妒，而處處受到排擠與侮辱。

民國5、60年代，正是臺灣寫實主義小說開展時期，以臺灣真實生活情境作為書寫舞臺，關

懷臺灣社會中人事物的作家日增，形成「鄉土寫實」主義風潮。另一方面，由於對兒童教育的

逐漸重視，當時的兒童文學，富有濃厚的教育色彩，少年小說自然也是如此。近年臺灣少年小

說論述，格外強調作品的「成長」屬性，以農村為背景的《阿輝的心》，順理亦被冠上「臺灣

鄉土長篇少年成長小說」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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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阿輝的心》文本分析

一、 敘事觀點與角色呈現

（一）以部分全知觀點呼應「心」的主題

小說採取「部分全知」的觀點，角色中只呈現主角阿輝的心理細節，並且經常以阿

輝的觀點來進行敘述，使阿輝的心理呈現得以較其他角色更為細膩；這樣的寫作技巧，

效果上使阿輝這個角色較其他角色飽滿，亦呼應了作品名稱《阿輝的心》。     

（二）理想的少年形象

在林鍾隆先生筆下，阿輝的個性符合儒家理想：世故、圓融、循規蹈矩、慎思明

辨、符合中庸之道。心思細密的阿輝，每個言行舉止都經過再三察言觀色、反覆考量，

甚至為了顧全大局，將內心的真實感受隱藏起來。對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童來說，是十

分早熟的。這樣的「理想兒童」形象經常出現在臺灣的青少年小說裡，成為一種典型。

二、主題結構的鋪陳與困境的營造

（一） 非典型之苦兒尋母主題結構

趙天儀曾經歸納出，早期少年小說中，經常以苦兒為主角；苦兒包括了孤兒、養

子、流浪兒；而主角所面對來自於社會、家庭、經濟所帶來的困境，約可歸納為六種：

1.家庭的破碎所帶來的不幸，2.成人虐待所帶來的不幸，3.經濟貧困所帶來的不幸，4.貧

病交迫所帶來的不幸，5.交友不慎帶來的不幸，6.社會黑暗所帶來的不幸。（注2）阿輝

的情況符合上述1、2、3等條件。

從結構面來看，《阿輝的心》大致可歸納出數段劇情鋪排：

1. 阿輝到舅舅家寄宿，與舅舅、舅母之間的隔閡，以及與表弟大海、長工石金頭的感

情建立。

2. 阿輝與表弟大海、同學桂蘭堆土窯烤蕃薯所引發桂蘭祖母斥責的事件。

3. 阿輝的學校生活，與同學水牛的衝突、競爭，以及因頂罪造成與老師之間的誤會。

4. 阿輝捲入舅母與鄰人阿韭姐的爭執是非，舅舅與舅母要求阿輝向警方說謊。

5. 阿輝不願作偽證，上臺北尋母，受到善心人士的幫助，順利回到母親懷抱。

 值得注意的是，常見的苦兒尋母故事主要以描述苦兒尋母過程的不斷遷徙流浪為

主軸，但《阿輝的心》段落結構卻側重於描述阿輝在一個固定的陌生環境中所發生的事

件；至於尋母的情節，作者僅在最末章描寫了「阿輝上臺北，意外獲得善心人士的幫

助，順利尋得母親，並獲得母親雇主的資助而得以與母親同住」的過程，以極短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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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之，稍顯急促與理想化；此外阿輝的不告而別，也使得與表弟、同學、老師之間的

情感與衝突懸而未決，是較為可惜之處；不過，卻也因此使《阿輝的心》有別於一般常

見的苦兒尋母故事結構。

（二） 透過異地環境與言語態度營造困境 

作品中對阿輝困境的營造，主要藉身處異地環境所產生的不安全感，以及適應環境

所面臨的種種人際衝突來形塑困境。主角進入異地環境遭遇挑戰挫折，使其人格產生變

化與成長，是青少年小說經常使用的技巧，本作亦是如此。失怙的阿輝不得已要與母親

分開，對於國小學童來說，自是苦悶寂寞。雖是寄居自己的舅舅家，但不僅未得妥善照

料，反而遭受許多言語和態度上的冷漠與刻薄，更放大了阿輝心理上的痛苦。

 另一方面，小說中主要透過言語與態度上的「無形暴力」，來建構阿輝所承受之階

級壓力。例如水牛對阿輝的敵意，以及村中阿婆對阿輝的譏諷，皆顯示出貧富差距所帶

來的階級弱勢；父親早逝與母親幫傭的身世背景，在鄉下的富人（如同學水牛與桂蘭的

祖母）口中，化最凌厲的攻擊用以踐踏阿輝的自尊。而舅舅與舅母要求阿輝對警察撒謊

以獲取不法賠償，也將阿輝受成人壓迫的弱勢兒童地位突顯出來。

肆、更多閱讀的可能

一、 與現代讀者的連結意義

今日少年兒童所身處的環境，比之《阿輝的心》中純樸的世界，實是複雜許多。在跨越

時空的語境下，閱讀此作，一來重溫了過往的純樸人性，二則更能反思現代少年面對的生活處

境，具有雙重的意義。

（一） 與現代少兒成長環境問題的呼應

1. 破碎家庭與受虐問題

《阿輝的心》所處理的單親議題，雖與現今越來越多兒童面對父母離異、隔代教養

的狀況不同，但本質上卻都是破碎家庭的議題，同樣能夠引起讀者共鳴。失去父

親，母親又遠離的阿輝，心中的焦慮酸楚都在書中表露無疑。

阿輝寄人籬下的生活也反映了家庭受虐的問題。或許在較早的年代中，並未有兒童

福利與權利的保障概念，而阿輝也並未受到過於殘酷的對待；但反觀日益加劇的虐

待問題，同樣能夠引領讀者共同關懷不當教養的諸多樣貌，例如書中舅舅與水牛對

阿輝的語言暴力、態度的冷漠鄙視等，都是進行閱讀時可討論的素材。

2. 校園霸凌問題

《阿輝的心》觸及了校園霸凌的問題。雖然同學水牛並未以暴力侵犯阿輝，但阿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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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牛的語言暴力下，心靈的確受到傷害。無形的霸凌，傷害力不亞於肢體的霸

凌。透過阿輝的境遇，可以引導讀者深入省思。

（二） 對農村生活的記憶與情感 

書中許多描述農村生活的風貌，不失為現代讀者理解過去臺灣農村童年的途徑，保

留了珍貴的記憶。若透過適當的解說，可以帶給現代讀者更多的閱讀理解。然而，須注

意的是，小說是虛構的敘事文體，紀錄的功能不應喧賓奪主；況且書中的事物乃經過作

家懷抱著情感與想像所再現，不必然為忠實的呈現；更值得讀者與導讀者重視的，應是

作者書寫農村、鄉土時所投注的情感與想像，以及與現代環境的對照關係。如此一來，

這樣的鄉土小說才會在現代情境下，產生更多的閱讀意義。

二、 反讀阿輝的理想特質

不少論者認為阿輝是代表了集諸多美德於一身的「好孩子」（注3），在此筆者擬提出另一

個閱讀阿輝這個角色的可能性。

以「成長小說」角度來思維，實際上阿輝一開始便是一個成熟圓融的孩子，貫串故事前

後，並沒有顯著的「成長」落差；不過，面對各種輕蔑侮辱與察覺成人世界的複雜，阿輝的心

理轉折的描寫，的確傳達了理解人世現實的啟蒙經驗。我們或許可以說，本書的啟蒙意義大於

成長的意義。 阿輝確實是「好孩子」，卻不必然要詮釋為一個理想的、完美的孩子。若我們建

立了這一點認識，那麼可以免去過多教育觀點的制約，獲得更多詮釋角色意義的空間。

儘管阿輝是一個進退有節，舉止得當的「好孩子」，卻不是清新脫俗的赤子；思量其寄

人籬下的無依處境，為了生存而不得不世故圓融，懂得看人臉色，讀來更令讀者投以更多的同

情。他習慣將自己對人事的評判好惡壓抑心中，以求取人際間的和諧，卻處處使自己為難。例

如同班同學水牛是一個好面子、驕傲又輸不起的人，並且經常鄙視、謾罵阿輝，與阿輝並未有

實質友情的發生；然而阿輝卻一心一意要「恢復」與水牛的友情；故事末段的高潮，是以阿輝

為了「挽回」水牛的友情，不惜為之擔罪，謊稱是自己在黑板上繪製了對老師不尊重的畫像；

孰料禍事卻非水牛所為，反而引來老師的誤解、失望與痛心。然而，在老師的追問下，阿輝並

沒有任何解釋；使得小說中留下一個未解決的衝突。而這樣的頂罪行為，事實上並不是義氣與

勇氣的表現，而是一種人際的投資行為。阿輝頂罪卻不敢在老師面前認錯，不知是否出於羞愧

而失去勇氣，作者並沒有提供更多線索，但阿輝此舉實非誠實的榜樣。

相較於阿輝的拘束，圍繞在他身邊的少年配角們，包括表弟大海、一起堆土窯的女同學

桂蘭、還有為了阿輝仗義出手打人的光男、調皮的蘇洪範，其實讓阿輝得以稍稍放鬆，展現其

童稚純真的一面。就連舅舅家中，年約十六七歲的長工石金頭，也比阿輝更為率真。石金頭的

生活並條件並不比阿輝為佳，但卻樂天知命，給予阿輝鼓勵與安慰。過於世故、自我保護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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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反而使得這些角色們一個個溫亮起來，也成為阿輝的支柱與情緒的出口。

阿輝的世故圓融，固然展現了他品德上的優點，然而，卻失去了兒童應有的純真；阿輝這

個少年角色的性格，亦正因為如此而更加飽滿，富於人性，同時，也使得其他的少年配角的文

學功能得以凸顯。    

伍、結　語

《阿輝的心》並沒有讓阿輝遭遇較為殘酷的社會現實面，著重於主角面對環境與事件衝突

時所產生的心理轉折，而非冒險所帶來的劇情張力，因而讓這部作品的題材表現較為平實、安

全、溫馨；這樣的筆調，深刻地影響了後來臺灣少年小說寫作走向。

《阿輝的心》，記錄了早年農村的童年環境，以及為當時兒童文學作者懷抱的理想性留下

了印記。現代青少年所面對的問題較之過往，顯然更形複雜，多了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壓力；當

代從事青少年寫實小說的寫作者，是否也能夠掌握時代的氛圍，表現出當代青少年與環境的關

係，給予富於時代性的小說意義，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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