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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年，臺灣青少年小說創作的出版量，明顯下滑，不少相關書系都少有新作，頗令人憂心。

幸而，仍有不少作家持續創作，在作品的類型呈現上也有多元的展現，稍稍平衡了數量上帶來

的蕭條感。今年有哪些作品值得注意？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現象？以下試就 2015臺灣青少年小

說創作與出版現象，進行回顧與探討。

貳、本土作品重點介紹

一、九歌出版社

　　（一）第二十三屆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得獎作品：

　　1.《方中街 99號》（花格子）

描述一段童年與爺爺義診的往事，對比了現代教育的缺失與傳統品德教育之價值。以少見

的中醫題材入文，並以節氣作為章節名稱，頗具巧思與特色。

　　2.《前進吧！寶利》（翁心怡）

透過一個面對父母失和、孤獨的獨生女，在發現鳥窩，與原本水火不容的同學一起進行拯

救的過程，點出現代家庭結構下獨生女的心境，是一個關懷青少年人際關係的故事。

　　3.《雲裡住著女巫》（左煒）

講述依靠掠奪人類維生的雲族中，出現了一位不願意依循此傳統維生的女孩，違抗族規拯

救人類男孩，對抗族人助其逃走，展現了獨立思考的智慧和對抗不當傳統的勇氣。是一部童話

風味濃厚的幻想小說，調性活潑，卻不失深刻。

　　4.《小杰和他的勇腳仔》（阮聞雪）

以隔代教養的單親兒童為主角，其與受傷的黑面琵鷺間產生了微妙的共鳴，是一部結合了

生態議題和單親兒童心理的成長故事。

　　5.《圖書館的鬼朋友》（曾佩玉）

一位在圖書館躲避霸凌的小朋友在圖書館遇到鬼魂大叔，開始了穿梭圖書館的奇遇，隱涵

圖書館知識傳遞的不可取代性的價值。

　　6.《風雨中的茄苳樹》（陳倚芬）

由於少子化導致了越來越多學校面臨廢校危機，《風雨中的茄苳樹》藉由偏鄉學校的故事，

從孩子的角度來看廢校問題，同時帶領讀者思考教育本質和教育資源分配的意義。

　　（二）其他作品：

　　1.《魔術狗臭臭》（蕭逸清）

透過原本和父親一起丟棄寵物的主角，在車禍後竟變成了流浪狗，被關入收容所，受到狗

的幫助，嘗試逃脫的奇幻冒險過程，讓讀者能夠切身關懷寵物棄養的問題。

少兒文學工作者│王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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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巴文化

　　1.《飛翔青空》（吳維祥）

講述了一名少年棒球投手，在面臨失敗和朋友的逝去的打擊後，重新面對自己、重拾棒球

的生命歷程。劇情結合了友情、奮鬥、強投強打對決等日本棒球少年漫畫的經典元素，流暢易

讀。更特別的是採取了小說與漫畫串接的方式進行敘事，頗富新意。

三、未來少年

　　1.《格鬥棋王：勝負手》（振鑫）

描述幾名少年棋士朝職業棋士之路邁進的過程，描寫了圍棋競技的深奧與緊張，也呈現了

棋士間亦敵亦友的複雜情誼，洋溢濃厚的日式少年漫畫劇情風格。本書也採用了小說與漫畫串

接的敘事形式。由棋王周俊勳作為顧問，書中小棋手亦真有其人，讓書中豐富的圍棋知識和棋

手生活更增加了真實性。

四、小天下

　　1.《替身》（林滿秋）

一位女孩的幽靈發現在真實生活中，出現了一個與自己高度相似，取代自己身分生活的女

孩的故事。透過幽靈與真人之間的心境對比，呈現青少年複雜幽微的自我認同過程。

五、小兵

　　1.《我在異度空間》（李光福） 

描述一輛載著四十多名乘客的遊覽車，在車禍與閃電中來到了另一個男女性別角色與現實

世界相反的「異度空間」，在有趣的幻想冒險故事中，引導讀者思考性別平等問題。

六、秀威少年

　　1.《宜蘭海傳說》系列（張秋鳳）

以神話史詩的篇幅架構，呈現較鮮為人知的 Pusoram族遷徙來臺的歷史。系列共出版了上

下兩部四冊，分別為《海上夢幻王國．天神的旨意》、《海上夢幻王國．永遠的家園》、《蘭

陽溪的風雲．海上不安定》、《蘭陽溪的風雲．藏身好過冬》。

七、小熊出版

　　1.《神探狄仁傑之金釵奇謀》（余遠炫）

隨著影視劇「狄仁傑」的熱潮，作者同樣以唐代著名宰相狄仁傑為主角，揉合了史實與想

像，進行一連串案件的調查。是國內少見專為少年讀者創作的古裝俠義風情的罪案懸疑小說。 

八、四也文化

　　1.《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張友漁）

以蘭嶼的達悟族傳說為基底進行發想的奇幻故事。描寫一個達悟族孩童的幽靈，因未聽完

的故事而流連世間，遇到了四個看得見他的孩子，協助尋找失落故事的過程。故事從漢人的觀

點，深入了達悟族的神話、禁忌與文化，也省思了開發對蘭嶼人文地貌的衝擊。

九、康軒

　　1.《泡泡龍核吉拉》（蕭逸清）

故事描述一隻從天外飛來的泡泡恐龍核吉拉，帶領主角們展開核能電廠冒險，並共同對抗

可怕的泡泡輻射怪獸，拯救家人危害的故事。是國內目前唯一談及核能問題的少年小說。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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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緊湊的故事下，以少年讀者熟悉的「怪獸對決」為主幹──泡泡龍核吉拉對抗泡泡輻射怪獸，

帶領讀者關心、省思核能問題。

十、文房文化

　　1.《我不想一個人》（王力芹）

面對第三者介入父母婚姻、最後離婚，主角跟隨父親展開單親家庭生活，而後更因父親為

了自己的方便，將主角送至鄉下爺爺家，進行隔代教養。而爺爺奶奶忙於生意，也對主角冷漠

以待。濃縮了當前許多家庭問題，點出成人經常以愛之名行自私之實對孩子造成的傷害。

十一、耶魯國際

　　1.《張開另一隻眼》（王力芹）

描述一位曾經歷風災的國中生，承受著單親、越區就讀等諸多壓力，幸而在一群好朋友的

引導下，逐漸打開了心扉。故事以高雄為舞台，高雄的名勝、特產、交通等特色的呈現，使作

品洋溢濃厚的在地風情；故事穿插許多臺灣社會發生的重要時事，亦讀者頗感親近。

十二、小魯

　　1.《黑帶傳奇》（陳景聰） 

講述一位村落裡幾乎人人愛喝酒的山區少年，面對父親長期在外，陪酒營生的母親和客人

私奔的困境中的校園故事。反映偏鄉弱勢兒童的處境，並為在成人與兒童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受到失職成人傷害的兒童發聲。

參、2015青少年小說出版／寫作現象觀察

一、整體特色

　　（一）新舊作家的多樣展演

今年出版的作品，不少是出自長期投入青少年小說創作的作家之手，並且展現了多樣的風

貌：林滿秋不斷嘗試獨特寫作技巧來呈現、關懷青少年複雜的內在心境，今年的《替身》是另

一部充滿技巧的作品；張友漁的《蘭嶼、飛魚、巨人和故事》有其持續深掘在地文化並藉此提

煉奇幻素材的努力；王力芹、李光福、陳景聰等，同樣不斷持續擅長的青少年校園與生活故事。

而李光福的《我在異度空間》，則是他較少見的奇幻題材，頗具新鮮感。這些持續創作的作家

構成了臺灣青少年小說創作的主要骨幹。

新生代的作家也不斷有新作問世，花格子在精緻的敘事結構的嘗試、蕭逸清透過富於趣味

的奇幻故事關懷社會議題，皆是臺灣青少年小說可喜的構成。

吳維祥、振鑫則是今年「跨界」到青少年小說的寫手，前者具有專業編劇背景，後者則是

多部輕小說、武俠與恐怖小說的作者，擅長通俗小說的專業作者。兩人的作品都為本土作品注

入了一股娛樂的活力，對本土小說的生態平衡而言，是可喜的現象。許久未有作品，擅長歷史

題材的資深作家余遠炫的《神探狄仁杰》，也嘗試了少見的「古裝罪案」類型，帶來了驚喜。

　　（二）關懷性強，緊扣議題

臺灣青少年小說最主要聚焦的故事核心之一，就是對青少年的心理關懷，尤其偏重弱勢青

少年族群。比例最高者為雙親離異或外遇下的少年，另外則為獨生子女的心態。此外亦包括了

特殊兒童、受災戶等背景中的孩子。透過故事中的主角走出孤獨、創傷，進而得到療傷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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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外一個特點則是在題材上扣緊當前社會與教育議題，例如性別、生態、生命在地文化

教育，例如陳倚芬的《風雨中的茄苳樹》、陳景聰的《黑帶傳奇》都提到了廢校危機。蕭逸清

的《泡泡龍核吉拉》則是難得以核能危機入題，值得肯定。

　　（三）通俗性的重視

2015年各家的出版品中，不少都呈現了對青少年讀者娛樂需求的重視。不少封面與插圖日

式動漫的插圖風格呈現，迎合青少年的流行口味。

無獨有偶，《格鬥棋王》和《飛翔青空》兩書，都不約而同採用了小說與漫畫結合的敘事

模式。在題材的呈現上，亦能看見濃厚的日本文化風格的影響。「熱血、友情、戰鬥」的元素，

為了榮耀而奮戰的故事。此外，運動、競技的深入描寫，也多少讓素來在專業題材處理上較為

薄弱的本土作品，有一個好的進展。

余遠炫的《神探狄仁傑》，將歷史結合罪案的影視熱潮延伸橋接至青少年小說，彌補了歷

史與罪案題材向來較為缺乏的國內創作，是令人欣喜的嘗試。

以鬼魂為角色的「靈異」故事，素來較少見，近來逐漸有較多的作者著墨，今年有林滿秋

的《替身》和曾佩玉的《圖書館的鬼朋友》都讓「幽靈」扮演重要角色，相信也能提高青少年

讀者的興趣。

而蕭逸清的《魔術狗臭臭》、《泡泡龍核吉拉》，左煒的《雲裡住著女巫》，則是以最受

讀者喜愛的幻想小說來呈現，十分活潑討喜。

二、思考延伸

2015年的青少年小說，縱然在數量上顯得低迷，但在種類上多樣性比例有了提高，頗為可

喜，但也說明了臺灣的青少年小說正位於一個緩慢且困難的轉變過程。這樣的轉變是否能夠持

續，促成好的質變，將臺灣青少年小說帶向更開闊的道路，值得仔細觀察。藉這個轉變過程的

停滯點，筆者想探討臺灣青少年小說面臨的限制與可能。

　　（一）調性過於單一的問題

高度反映時事現況、關懷弱勢青少年問題與心理的作品，在臺灣青少年小說長久以來佔有

較高的比例，反映了臺灣青少年小說創作與出版者對青少年小說的既定概念和想像，認為青少

年小說最核心的「基調」，在於啟蒙、成長、關懷、療傷，也是青少年小說最大的「功能」。

在這樣的功能價值思維下，容易落入將青少年小說多數讀者預想為「尋求同理、引導與安

慰」的弱勢的單一思維，塑造出許多處境相似，近於模板化的主角，即所謂符合一般「弱勢條件」

的孩子，諸如單親、父母離異、經濟弱勢、身心障礙者等，造成作品性質相近的現象，也導致

生活寫實小說興盛，其他（幻想、歷史、懸疑、運動⋯⋯）小說較乏人創作，或者仍舊被「啟蒙、

成長、關懷、療傷」所限制的現象。

小說創作本耗時費力，加上缺乏如低幼齡童書結合幼教需求的市場性，同時又面臨翻譯作

品的強勢擠壓，難以創造銷售佳績，使得出版資源更加難以集中在青少年小說上，造成了本土

青少年小說創作出版長久以來的弱勢條件。面對這樣的困境，反觀國外翻譯作品的強勢，以及

青少年讀者的閱讀喜好與能力，我們必須要更加重視調性過於單一的問題，才有機會賦予臺灣

的青少年小說有更多存活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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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考更多的可能

啟蒙成長與療傷關懷，或許是青少年小說難以迴避的色彩，但不應是故事最重要核心與目

的。小說中的角色，除了用以反映、關懷真實生活中的青少年成長困境外，他們有更為核心使

命──他們可以在故事中承受各種微小或巨大的際遇、挑戰、挫折，展現過人的勇氣、智慧和

行動，來娛樂、感動、鼓舞讀者，而不僅只用以反射出現實中青少年的受傷身影，與之產生惺

惺相惜的共鳴。這樣的作品固然有其價值，但，臺灣的青少年小說創作，需要更多樣的色彩。

除了內向、受欺凌的孩子的自我成長和超越外，許多孩子也值得作為主角的對象。例如自

大驕傲者、霸凌者、性格樂觀／陰鬱者、家庭富裕者、各種特殊專長領域者，同樣可能開展出

深具啟發的故事。此外，青少年面對了許多複雜關係帶來的考驗，諸如親子關係、朋友關係、

戀愛關係、性關係等問題，值得透過小說更細微，更深入的探討，而非只透過以近於模板化的

特定弱勢問題種類，輕輕帶過。而除了溫馨勵志調性的故事，輕鬆幽默、嘲諷戲謔、甚至灰色

／黑色這些少見於當前作品中的風格調性，應該都是能大膽給予青少年讀者的文學趣味／享受；

除了故事的主題、角色和調性外，我們亦能從結構上、劇情上嘗試較為複雜的敘事結構和內在

的故事邏輯，跳脫直線的結構，挑動青少年的閱讀味蕾，豐富臺灣青少年小說敘事層次。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呈現青少年所面對的問題，亦非需要透過當前現實生活的舞台來「真

實對應」；跨越時空，超越現實的幻想小說，提供了寫實以外更廣大的空間。幻想小說，原本

便應是一種跳脫、顛覆現實約束、具有高度自由的文類，存在更多讓讀者驚奇、著迷的可能性。

透過幻想文學的無邊想像，古代、現在、未來的時空置換，真實與虛構的交織，更能夠給予讀

者新鮮的「陌生化」樂趣。

最後要提出的是，關懷青少年固然重要，能夠讓青少年從閱讀中得到娛樂和解放，以及劇

情帶來的感動，不比強調青少年問題的彰顯和解決來得次要

除了站在守護者的角度給予呵護指引，開始體認人世的多樣複雜、敏銳易感的青少年們，

他們更渴望在小說中，找到並肩的友伴，陪伴他們共同體驗青春的多樣面貌，一起瘋狂，一起

嘗試、一起犯錯，一起叛逆、一起懊悔、一起冒險、一起心碎、一起憂鬱、一起憤怒、一起失

落⋯⋯給他們豐富、全面、深刻的體驗。我們不僅要尊重青少年讀者的需求和喜好，我們更要

相信青少年讀者的閱讀理解能力，為臺灣的青少年小說帶來有簡單、有複雜、有單純、有深度

的「作品多樣性」。

肆、期待多樣性：代結語

在青少年小說處於或可稱之為「後奇幻．後本土．後校園．後偵探」的時代，如何能夠維

持寫作／出版的理想，又能夠受到讀者／市場青睞，對作者和出版社來說，都是艱困的考驗。

相信讀者，放手盡情書寫，或許是目前最需要的功課。且讓我們期待作家與出版社跳脫保守與

慣性，持續創新，帶來更多樣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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