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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

序說《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林文寶 ◎ 國立臺東大學榮譽教授              

壹、前言

策劃編選二十一世紀《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是偶然，也是必然。所謂偶然，是指這種

缺乏市場利益，又吃力不討好的傻事，似乎出版社都不敢輕易嘗試，想不到小魯為了臺灣兒童

文學的歷史與記憶，竟然義不容辭；至於必然，個人長期以來，即致力於兒童文學的教學與研

究，因此有諸多策劃的經驗。於是乎與小魯一拍即合，毅然接下策劃的任務。

貳、編選的緣起與原則

2005 年底，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社長陳衛平先生、出版總監沙永玲小姐，擬於公司

成立二十週年時推出較為有意義的活動，幾經討論，決定推出二十一世紀以來臺灣兒童文學年

度選，並委我策劃，且擬訂一次編選四年。

於是，我召集學生陳景聰、洪志明、陳沛慈擔任編輯委員。

陳景聰，1966 年生於南投，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現任臺中市大里國小教

師，南一版國語教科書撰寫委員。作品曾榮獲臺灣省兒童文學獎、文建會兒童文學獎、臺東兒

童文學獎等。

洪志明，苗栗縣人，1956 年生，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國小老師退休。曾獲

金鼎獎、信誼幼兒文學獎、國語日報牧笛獎等。

陳沛慈，1969 年生於臺北，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畢業，現任臺中市瑞峰國小教

師。作品曾獲臺灣省兒童文學獎、國語日報牧笛獎、九歌兒童文學獎等。

於是，展開編選。廣泛地收集資料，舉凡報紙、雜誌，或各地方政府與大專院校所舉辦的

文學獎得獎作品等，都在收集範圍內，期望為讀者選出最優秀、最精華的兒童文學作品，也讓

好作品有機會被更多人看見。

關於《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編選的原則如下：

一、篩選的範圍與管道

以該年發表或初版的臺灣兒童文學作品為評選範圍，收錄該年度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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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下列幾種管道：

文學獎：如《國語日報》兩年舉辦一次的「兒童文學牧笛獎」（2009 年第 17 屆開始逐年舉

辦）、「文建會兒童文學創作獎」、「文建會兒歌一百」、「吳濁流文學獎」以及「臺東大學兒童文

學獎」等。

雜誌：《國語日報週刊》、《小作家月刊》、《幼獅少年》、《兒童的》雜誌、《臺灣兒童文學季

刊》等。

報紙：《民生報》、《國語日報》、《聯合報》等。

每位作家基本上選錄一篇，務求彙集、呈現較多優秀作家的作品。

二、文類的區分

童話

故事：寓言、生活故事、民間故事等

詩歌：童詩、兒歌

散文：包含文學類與非文學類的散文

小說（一萬兩千字以內）

三、編選原則

文章依照標題筆畫，由少至多排列。首字筆畫相同者，按第二字筆畫，以此類推。

四、編選架構

平均每冊收羅各家作品的三十多篇。每篇文章後，除註明原文出處外，附有編選委員執筆

的「點評」。自 2004 年起，在選文的前面，增加作者介紹與影像。除外，有「文化觀察」、「閱

讀教學指引」、「臺灣兒童文學相關資源」。

因此，全書體例，除正文外有：

為什麼要編《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寫在前面：《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選編說明

年度兒童文化觀察

選文

閱讀教學導引

臺灣兒童文學相關資源

前四冊有我執筆的〈我們的世界。我們的世代〉一文。又「教學指引」，前四冊是由三位編

委執筆；中間三冊，由林文虎先生執筆；最後三冊，由溫美玉老師執筆。

林文虎，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副理事長。教育電臺十方談主持人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專門委

員。長期熱心參與教育界的各項事務，著作《好老師在這裡！》、《動力老師萬歲！》。

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序說《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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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美玉，現任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教師，「非讀 BOOK ――臺南愛讀冊」電視節目

主持人，推廣閱讀寫作教學多年，著有《溫美玉老師的祕密武器：班級經營與寫作》。

所謂「教學指引」，即是閱讀指導。而閱讀指導原則有三項基本認識：一、重視閱讀與指

導。兒童在成長與學習過程中，有三大任務，即是閱讀、閱讀、再閱讀。而閱讀亦當有策略與

方法。二、從兒童文學作品切入，其間又以繪本為先。我們沒有辦法強迫兒童閱讀他不喜歡的

書。只有「樂趣」的兒童文學作品，才容易激發兒童禁不住要閱讀的動機。三、親子共讀。不

只是單篇短文的共讀，更要邁向長篇且長時間的共讀。

有關閱讀，個人認為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在於「以身作則」與「認清對象」。只要師長能

有閱讀習慣，並能提供閱讀環境，自然會有喜歡閱讀的兒童。同時，更當認清兒童閱讀需求；

我們要明白成人感受的閱讀樂趣在性質上是跟兒童有所區別。二、我們相信孩子是上天賜給父

母的恩寵，以孩子的心，以孩子的情，以寬廣的愛去教育孩子，就是回饋上天禮物的最好表

現。三、父母、教師如果懂得經驗自己和經驗環境，是啟發孩子良好性格的動力。

參、選編的歷程與事實

年度精華集的選編，始於 2006 年，止於 2011 年底，共計六年，分三階段執行。前四冊，

於 2006 年 7、8 月出版。中間三冊，於 2009 年 6 月出版。最後三冊，於 2011 年 11、12 月出

版。六年可說漫長，三位編委在第一階段結束時，即宣布放棄，在曉以大義的原則下，仍然要

他們投擲在舊書堆與披沙撿金的無窮困境中。他們是我深深引以為傲的學生。

六年來，除了編委的掙扎外，出版社亦有太多的無力與挫折。如今六年走來，呈現在眼前

的十冊年度精華集，真令人有悲歡交集之感。

十冊，平均每冊蒐羅名家作品約三十多篇，其中不乏有資深兒童文學作家，如潘人木先

生、林良先生，也有初試啼聲的新銳作家，作品才氣橫溢，正是所謂的多元共生，眾聲喧嘩。

十冊有如一座繁花盛開的文學花園。本系列各種文類兼備，可以品嘗各種文體的風味；加

上文章數量多，內容豐富，又具有時代意義，替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留下紀錄，替學術研究提

供無價資料。

十篇的年度兒童文學文化觀察，更是這十年的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簡史。可幫助讀者快速

了解臺灣該年度兒童文學發展的概況。

二十餘篇的「教學指引」，可將精華集書中的文章作為課外語文教學的材料，引領學生欣

賞、討論，並可進一步鼓勵學生開始創作屬於自己的「兒童文學」。

上述成果，是否合乎天衛小魯當年的訴求？

「小魯選擇以編選兒童文學選集的方式，作為二十週年的紀念獻禮。我們認為，小魯存在

的理由是為臺灣小朋友編好書，而為臺灣兒童文學建構優質的創作環境則是小魯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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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2004 年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這套從 2000 年開始編起的兒童文學精華集，或許不是最迎合市場口味的暢銷書，但絕對

是兒童文學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書籍。我們認為，天衛存在的理由是為臺灣小朋友編好書，而為

臺灣兒童文學建構優質的創作環境更是天衛的核心價值。」（詳見《2004 年臺灣兒童文學精華

集》）

肆、結語

對於系列精華集的成果，或許仍有不盡理想之處，但請相信我們的努力與用心。當年承擔

策劃的理想是：

「《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的編選，其目的除為篩選作品與保存史料外，更為身分認同

找到歸依處。雖然全球化、地球村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是全球化、地球村絕非單一，也絕

非殖民，而是休戚與共的並存。因此，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今日，如何呈現在地文化的特

色，才是刻不容緩的重點。這種在地文化，在全球化、地球村的觀照下，稱之為「球域化」

（glocalization），亦即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地域性的，是普遍性與地方性或地域之特色之融合。

這種在地的球域文化，是眾聲喧嘩、多元共生，且是價值觀的並存沙拉。

教育的目的，在於使人成為一個人，而非競爭與卓越的追求，這個新世紀所需要的，是能

互相欣賞與共存共榮的文化人，這種共存共榮的文化人，絕不會放棄做自己。因此，使學童通

過文學，了解自已，進而並存於國際，正是這套《臺灣兒童文學精華集》的初衷。」（見〈我們

的世界，他們的世代〉）

對照當下十冊的成果，雖不能說完全滿意，但卻也值得安慰。當然兒童文學作品教材化，

似乎是當下的必然之惡。我仍有意見。可是當我把十冊重新翻閱之時，猛然發現：十冊的定價

都是 280 元；且各冊似乎皆停留在初版一刷的階段。我非但啞口無言，甚至不得不深深感佩天

衛的理想與執著，以及天衛編輯和三位編委的辛苦。

「小魯相信，只要我們有毅力做下去，臺灣兒童文學一定會發光發熱，或為二十一世紀華文

世界最亮麗的一道風景！」夠氣派！也夠瀟灑！那麼精華集系列是否要繼續編選下去？你們是

仍有偶然的決心，或許我可以幫你們推薦另一個「必然」的人選。

最後，每冊精華集的封面皆特別編排，尤其是後六冊均出自鄭明進老師之手，請大家留

步，你會發現，風光竟然如此明媚。而明媚的更是在精華集的文本中，只有你們的參與購買、

閱讀與推廣，才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與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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