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不認liIE棚返代臘文學的介靜 , 
歷史不留白: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介評

資深兒童文學作家|傅林統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邱各容著|秀威資訊科技

201309 / 422 頁/ 21 公分/500 元

平裝/ ISBN 9789863261544 / 863 

*彌補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空白

拜讀邱各容著《臺灣近代見童文學史> . 深凰慶幸， 那就是臺灣兒童文學的整體歷史 ，從此

將不再留白。

日本在臺灣，全力推行國民教育，見童文學的耕耘，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然而不管怎麼說，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絕不是空白，甚至是豐富而蓬勃的。

可是終戰以後，有關臺灣兒童文學史的論述，就像林良先生所說的 I 習慣上都是從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說趣。這是因為論述者對 日治時期的臺灣了解不多，資料又缺乏，

所以想談也無從談起 。」

邱各容先生(以下稱作者)長年以來，熱衷於臺灣見童文學的史料蒐集、分析、探討、研究、

整理，日積月票 ， 有了鉅細靡遣的資料，然後秉持「多少資料、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嚴謹史

觀，踏實的寫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為了「歷史不留白 J .作者可說全身奉獻 ，而且懷著濃烈的歷史使命凰、純真的民族情懷、理

性的思維、排除偏頗的意識形態， 一步一步蒐集、研判、彙整，然後一筆-筆刻畫完成的學術論著。

作者在完成臺灣第一本兒童文學史一一《臺灣見童文學史》的同時，就堅信光復前的日治時

期，臺灣的見童文學自有一番繁盛的景象，而且是在多元族群與多元創作的情形下發展起來的。

發表〈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之前，雖然也有不少人談論相關的話題，但都是片斷的、引述

的、侷限於某一個點的，如果以這些資訊去了解長達半世紀的日治時期的見童文學，猶如以蠢測

海，以管窺天，怎能彌補歷史空白?

作者許下宏願，遍尋相關資料，展開了他史料探索之旅。平時就留意蒐集的他，決意長時間

進出國立臺灣圖書館 ，也遍詢書舊 ，探訪第一手口述資料 ，經多年搜尋、盟釀、彙編 ， 憑著他清

晰的本土史觀，宏遠的世界觀，純真的見童文學觀，於是當時的人、事、物，都躍然紙上，精采

的論述果然條理井然的呈現在大家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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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紀錄是民族的精神足跡，是值得人們珍視的龜鑑'凡是文明國家無不重視他們的歷史，

近代尤其重視表徵高度文明的見童文學史，臺灣豈可讓自己的兒童文學史殘缺不全!

作者認為完成{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有其時間的壓力，也就是「適時」的必要性，史料

殘缺尚可尋覓，但歷史的解釋豈可委之於他人!如果時過境遷非本士的史觀己蔓延之後再想修

史，就會有更多阻礙和難為!使命厲的驅使，便作者排除萬難達成願望，完美的彌補了臺灣兒童

文學史的空白。

*論述特殊環境成長的臺灣兒童文學

日人統治臺灣，最早是「武力鎮壓 J '接著是「懷柔同化 J '最後竟然是高壓的「脅迫皇民

化」。臺灣的兒童文學可說是在這徘徊不定的環境、萌芽、成長、茁壯的文學藝術。

這種不穩定的時空環境，三次大戰期間渡過童年的筆者風慨猶深，那正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後

期， I 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國語家庭」的推展，算是柔性的勸誘，至於祖先神位強迫

廢除，改以祭祖日本祖神的「太麻」已經到了瘋狂的脅迫。

還好，雖在戰亂，那時的見童仍然有機會接觸兒童讀物，感受文學藝術的美和趣味，滋潤了

童心，歐迫了心靈的智慧，雖然皇民化的動作如影隨形，戰爭文學氾濫，卻也見到了當時的教育

者，以及文學家對兒童的關愛。

日本統治臺灣，企圖把臺灣建設為「世界易類的殖民地 J '也就是不但佔領土地，甚至也要

佔領被殖民者的心靈，具體的作法就是「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

昭和七年 (I932 )日本共同通訊社出版的(臺灣大觀> '該社記者南宏說: I 日本的殖民地

策略有異於英國的隔離政策，而著重於同化主義。排斥英國在印度那樣的作法...採取文化的隔

離、專注於利益的剝削。這或許也是一種好辦法，但一有機會，被殖民者便會爭取獨立，擺脫被

殖民的苦難。日本的建民政策是一視同仁，使本國人與殖民地居民渾然平等，讓他們由衷愛國，

真心認同皇園。這是至為困難的措施，並非一朝一夕可疏。要達成這目標，國語的普及、日本文

化的薰陶、民族意識的認識是至為重要的。」

南宏的報導概括的說明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圖，不過事實上日本對臺灣總是軟硬兼施，雖言之

鑿鑿反對「隔離 J '日本小孩讀的卻是「小學校，臺灣小孩讀的是「公學校」。臺灣人對「同

化主義」的恩澤，卻避之唯恐不及，全臺各處隱藏著「漢學仔，直至無法承受嚴重的威脅，文

化傳承的活動才隱藏在作家的作品，尤其配合日人的民俗調查，發揚在童謠、民歌、諺語等藝文中。

在臺灣人的文化生活層面來說，這是個戚覺既受關雯，又覺得受差別、受威脅的時代，就在

這樣糾葛、錯綜的環境和年代，兒童文學的發展也是十分複雜的。作者憑著他深入的觀察，釐出

了「共生」的基本現象，然後以兒童文學發展的實質事蹟，把半世紀的臺灣兒童文學分成四個時

期，觀察的入微、精確的分期成功的給讀者清晰的概念。

一、「獨腳唱戲」時代:

這是武力鎮壓的同時推展同化教育，卻厲行報禁和言論控制的時代。然而日人臺北師範學校

助教授兼總督府編修的宇井生，竟然在〈臺灣教育〉前後發表〈談臺灣的童謠〉、〈臺灣搖籃曲

。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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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童謠〉、〈臺灣的謎語〉等，敲下臺灣兒童文學的第一聲。按著「口演童話」推動者西岡英夫

來臺，熱衷於他的「童話事業」。吉川精馬創辦素質甚高的臺灣最早的兒童雜誌。平澤T東任職

總督府編修，卻憑著個人興趣編著〈臺灣歌謠與名故事〉。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 '雖屬民俗

研究之類的著作，但歌謠、傳說故事的蒐集，卻豐富了兒童文學的資源。可見日籍文人自有他們

的良知和良心。發現這特殊事跡的作者也自有他獨到的史觀。

三、「花開並蒂」時代:

日本大正時代民主思想抬頭、民族自決觀念蔓延，武力抗爭轉為政治運動，而文官總督就任，

政治文化都展現新局面的時期，兒童文學的活動、創作、出版自有一番新作為。此時期無論日籍

作家、臺籍作家都淋漓盡致發揮創造力，形成「花開並蒂」的榮景。

作者對時代背景、文學活動，均有深入且中肯的觀察論述，且引述的資料更是無比豐富。

三、「黃金時期 J : 

這是跨越柔性的「同化時期」與脅迫性「皇民化時期 J '也是從文官統治回歸武官統治的轉

變期。這時期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發生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日籍居臺作家和臺籍新

文學作家，同時都有極為出色的表現。

作者列出了西川滿、日高紅樁、窗道雄、池田敏雄、西岡英夫等日籍作家，以及賴和、連溫

卿等 25 位臺籍作家的耕耘事蹟，見證黃金時期累累的豐收。

四、「;承先做後」

此時期武官總督刻意要把臺灣整建l%日本南進的基地，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 J '使得各

層面的管制都陷入於高壓狀態。

作者把此時期承先做後者的身影一一加以捕捉，給予清晰的描述，具體的浮現了這個時代兒

童文學的面貌。這當中有赫赫有名的文豪，卻也有少為人所知，卻貢獻頗鉅的耕耘者，這些人都

在作者筆下活在讀者心中了。

綜觀這四個時期，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兒童文學，雖然隨著日本當局政策的變化

而有起有落，但無論日人或臺灣人，不斷的有守護藝術文化、熱愛兒童的人們熱情投入，呈現了

無比璀臻的豐盛果實。其中有幾件事使筆者印象極為深刻。

其一是作者對黃金時期繁花似錦的作家群，無論是日籍、臺籍，他們的身世背景、創作過程、

作品介紹，都寫得如見其人般的生動入微。其中英年早逝的黃連發，是臺灣童詩的開發者一一黃

基博的父親，父子兩代，家學淵源，造福臺灣兒童，發揚本土文化的光芒，讀來格外溫馨戚人。

其二是西岡英夫的推廣「口演童話」。這項活動是明治時代日本教育家和兒童文學家們攜手

開創的重要工作。由著名作家巖谷小波、久留島武彥等人發起，並奔走各地親自演示。

「口演童話」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又有大批教師加入，並成立「口演童話研究會」企圖作

聽覺與視覺的閱讀相連結。不過一時受到政治影響，陷入「軍國主義的感人美談 J '幸而「回歸

文藝童話」的呼聲十分響亮，逐漸挽回口演童話純樸的面貌。

如今「口演童話」配合動畫的視覺、聽覺盛行於兒童圖書館，由說故事媽媽和志工推展。西

岡英夫當時引進口演童話，不能不說是關愛臺灣兒童的一種舉動，作者的敘述見證共生共榮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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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池田敏雄在強權的「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當局需求臺灣人對日本的認同，而「戰

爭美談」為兒童讀物主流的時候，竟然著眼於臺灣民俗的搜集、出版，喚醒臺灣人的民族意識，

引導發現民俗風貌的美，並發掘才女黃鳳姿，那出於良心和宏觀的熱血作為，不是需要很大的勇

氣嗎!嵐人至深!

*見證臺灣文史質樸堅韌的生命力

作者不僅彌補了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見證了臺灣歷史文化堅韌的生命力。在

異族統治利誘、威脅、壓迫，無所不用其極的狀態下，臺灣人忍心耐苦，從縫隙中求生存，繼而

求發展，堅韌的生命力，也獲得日籍文人的支持，甚至攜手共生，這可歌可泣的史詩，邱著〈臺

灣近代兒童文學史〉給了強有力的見證'意義非凡，影響更是十分深遠，茲舉其一二與讀者分享:

一、見證臺灣人文化素養的水準:

光復後的臺灣，在二二八的陰影、白色恐怖的統制當中，臺灣人的形象是被扭曲、被矮化、

低俗化的，身為臺灣人無不深凰悲哀，卻無從解說。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許多外省人認為臺灣人

接受日本 50 年的「奴化」統治和教育，根本就是一群沒有文化、沒有靈魂的被奴化的低俗族群，

於是外省人高雅、臺灣人卑俗之說隱隱存在於很多人的思維中。

從〈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中，我們可以清楚而具體的了解「臺灣人卑俗說」是錯誤的。當

時臺灣的兒童文學作家群，不管是臺籍、日籍，他們心中只有對「見童的愛」以及對「文化傳承」

的責任，不但沒有取媚政治的心態，且是對政治的抗拒。至於配合時局和政令宣導的作品，是為

政者利用了文學，並非作家攀上政治以自重，至於當時的教科書完全由政府編製，只有「御用作

家」參與，並不在討論之列。

被奴化而卑俗，是對臺灣的文史缺乏理解的錯誤觀念，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是導正的最

佳論述。

二、見證畫，灣兒童文學純樸的發展路線:

作者說. r 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從初期的「懷柔政策」到後期的『高壓政策.Jl '臺日兒童文學

工作者如何在『共生的歷史』中建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臺灣兒童文學作家及臺灣新文學運動在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扮演?日本兒童文學工作者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無論是

日本居臺的兒童文學工作者或是臺灣在地的兒童文學工作者，他們所抱持的意識型態究竟為臺灣

近代兒童文學的敢蒙期奠定什麼樣的基礎? J 

作者所謂『懷柔政策」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是日人與臺籍人士「共生」、「共榮」的姿態

發展的。日人以為「知己知人」是同化政策的基礎，因此廣泛的、深入的採擷臺灣民間故事、傳

說、歌謠，作為施政的依據，作家更以它來滋養自己在臺灣的創作力，這無疑是「同化主義」政

策下彼此認同的「共生」產物。

至於後來的「高壓政策」由來於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雖然獲得許多日本人的同情和支援，但臺

灣總督府卻憂心仲↑中，恐怕革命思想對臺灣人的感染，加之中日戰爭、八年抗戰、太平洋戰爭的

J 



爆發等等因素，日本統治當局，似乎狗急跳牆，恐怕同化主義緩慢的腳步罩不住臺灣人開放的思

想，為了徹底防範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抬頭，採取了高壓的「皇民化運動 J '有異於早先的共生、

共榮。作者以懷柔、高壓分期，觀察入微，貼切而合乎史實，發現這純樸的，不攀緣政治的發展

路線，彰顯了臺灣文人的骨氣，作者筆鋒所致令人厭慨!

三、見證臺灣兒童文學從本土出發:

就像兒童文學的先進，歐洲各國一樣，臺灣的兒童文學也是從「爐邊故事」和「童謠」開始的。

本土意識是作家的情憬，與國際接軌是出版家的宏觀，相輔相成，維繫臺灣兒童文學的命脈。

譬如平澤丁東著《臺灣歌謠與名故事〉、片崗巖著《臺灣風俗誌》、池田敏雄對蜢自甲民俗的深

入調查研究，繼而指導黃鳳姿書寫〈七娘媽生》、《七爺八爺〉、〈臺灣的少女》來說，都顯示日

人與臺灣人在共生中，視本土文化為兒童文學的基礎和出發點。

在懷柔政策與同化主義的時代，日本人對臺灣的見童文學推展，一方面直接把日本的東西搬到

臺灣，另一方面也從臺灣本士蒐集資料轉為見童讀物的，也就是在地見童讀物的出版是偏向本士的。

這與教科書的內容傾向日本移植的題材，如〈桃太郎〉、〈猿蟹合戰〉、〈舌切雀〉、〈卡

嘰卡嘰山〉等日本傳說故事，而少見臺灣本土故事，彼此的情況截然不同。

從這情形看起來，宇井生、西岡英夫、平澤丁東、;也田敏雄等人的耕耘，更加令人佩服其用

心和宏觀，因為他們身為日本人，卻站在臺灣人的立場，不隨著統治當局的同化主義起舞，且認

為「同化」是互動中產生的情憬，並非脅迫可得。

臺籍作家方面，作者所列出的名單，不但在成人文學有顯赫的名氣，他們也都站在兒童的立

場和觀點，為兒童寫過詩歌、童話、小說。可見文學家的思維和政治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四、釐出作家在兒童文學的定位:

多少日治時期為臺灣兒童文學辛勤耕耘的臺灣人，多少情寄臺灣的日本文學家，認同臺灣的

居臺日人，他們揚棄意識形態，突顯臺灣純樸的精神，有的妙喻不可言，有的言在絃外之音，共

同以文字的力量在殖民強權下，寫下多少令人拍案叫絕的歌謠、故事，這些可歌可泣的舊人、舊

事，豈可?民滅!

賴和，大家知道他是臺灣新文學之父，但他在兒童文學累累的果實有多少人談起?譬如〈恩

兒〉這首詩，不僅親情洋溢，而對「死亡」的題材加以著墨，是相當「新潮」的，在當時是一種

對禁忌的「顛覆 J 令人佩服且驚奇。還有以臺語寫作的〈呆囝仔一一獻給我的小女阿玉> '語

言上的本土意味加上童心童語，充滿無邪的稚氣，叫人鼠覺大文豪是「不失赤子之心」的。

又如楊達的〈水牛> '雖然主題是在表達日本剝削貧農的抗議、以及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卻

也刻畫了理想的兒童像。《頑童伐鬼記》是少年小說，描寫了弱勢者對抗強勢者的頑皮故事，頗

具震掘力。

其他所列舉的作家，有的傾向民俗、民間故事的搜集改寫、再創作，有的本是成人文學作家，

卻也為兒童寫故事，作者列舉臺日數十位作家，一一研究他們的生長背景、探索他們的心靈深處、

分析他們的代表性作品，給予他們在兒童文學範疇的定位，工程之浩大，資料之繁雜，如不是滿

懷熱誠與使命戚，怎能完美的提出如此豐盛亮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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