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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童書出版歷史發展迄今，已逾--世紀，從口治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從一種國語(日

 文)到另一種國語(中文)，從完全翻譯到部分改寫到完全創作。

 臺灣童書出版，經歷過不同的統治時期，不同的使用語文，不同的發展階段，如=的臺灣

 童書出版，已經是世界華文童書出版的重要生產與市場之一。

 木文探討，主要聚焦在臺灣童書(文學類)的出版觀察，一方面針對國內的「以獎養書，

 蔚成風氣」、「推展『好書大家讀』」、「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與小太陽獎設

 置」、「套書出版，蔚成風氣」、「解嚴開放，文化交流」;一方面針對國際的「國際版中文本版權

 交易」、「參與國際性兒童書展」、「日本松居直思想對臺灣繪本出版的影響」等8件影響當代臺

 灣童書(文學類)出版的重要指標事件，進行歷時性的回顧與展望。

 一、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

 臺灣童書出版，自財團法人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於1974年創設「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

 獎」以後，基於「覺得光是給'獎』尚不足於造成蓬勃，乃有出版得獎作品的計畫」。該基金會

 遂將得獎作品精印出版，名為《洪建全兒童文學獎作品集》，正式揭開臺灣童書(文學類)出版

 「以獎養書」的序幕。

 這些得獎作品經過嚴謹的評審過程，評審委員均為當代臺灣兒童文學界頗負盛名的作家及

 研究者，出版社則是A^年代聲譽卓著的書評書目出版社。而評審過程、評審委員、出版社這

 三種重要因素則是得獎童書的「正字標記」。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書評書目出版社合作，

 在七0年代臺灣童書出版(文學類)創下「以獎養書」的先例，也為品質優良的童書出版開拓

 出另一條新徑。整個評選過程，彷彿罵讀者閱讀進行一場「去蕪存菁」、「嚴格把關」的篩選，

 也可說是為優質的童書創作，由全體評審委員集體背書。本質上，這樣的童書出版品在書市上

 就是一種品質的保證，對文化消費者而言，能夠閱讀到本土創作的優質童書作品，的確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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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的饗宴。對出版社而言，可以「以獎養書」，「以書養書」，這是一種善性的循環。對社會而

 言，一來國內的孩于有更好的讀物，二來提高國內兒童讀物的水準，三來培養國內的兒童文學

 作家。

 上述這三項，正是當年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創設「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的宗旨。也

 為臺灣童書(文學類)出版開啟另--盞明燈，讓當時已成名、剛成名乃至未成名的作家，相繼

 投入這股兒童文學的創作熱潮;易而言之，原創性的童書，以民間出版社而言，書評書目出版

 社的出版《洪建全兒童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在七0年代當大多數童書(文學類)出版還是以翻

 譯或改寫居多的年代，可說是開風氣之先。而那些獲獎的作家在往後的年代裡，紛紛成為各大

 童書出版社競相約稿的明星作家，如已故的李撞、目前活躍海峽兩岸的管家琪、方素珍等是。

 因為這個獎的創設，使得國內從事兒童文學寫作者積極投入創作兒童文學作的行列，時間

 長達十八年，的確為臺灣培養出相當傑出的新一代作家。因為這個獎的創設，開始規模性的、

 歷時性的建構起臺灣兒童文學的自創品牌，建構臺灣童書(文學類)出版的自創品牌。

 二、信誼幼兒文學獎

 財團法人信誼基金會係由永豐餘企業集團創始人何傳先生於197^年9月捐資設立的。1987

 年元月成立信誼幼兒文學獎委員會，翌年元月，舉辦第一屆得獎作品頒獎，截至2011年，已經

 舉辦24屆，被視為帶動國內兒童讀物創作風氣的先驅之一。

 24年來從未間斷，超過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的^8屆，進而締造臺灣兒童文學獎設獎最

 長的紀錄，是以，自第19屆起，信誼基金會每辦一屆都在創造自己的紀錄。

 24年來的信誼幼兒文學獎，一方面已經充分肯定幼兒文學的重要性，再方面帶動整個國內

 幼兒文學的創作風氣，三方面大大提刊，幼兒文學的創作品質以及欣賞品味。

 24年來的耕耘，信誼基金會創設的信誼幼兒文學獎，已經造就了一支本土幼兒圖畫書的創

 作隊伍，尤其是在幼兒圖畫書作家與畫家的養成，更是成就非凡。這支成軍逾20年的幼兒圖畫

 書創作隊伍，不但在國內獨樹一格，甚至在全球各大童書插畫大展迭有斬獲，進而躍上國際插

 畫畫壇，成為國際知名的童書插畫家，如陳志賢、李瑾倫等。

 幼兒圖畫書是文字作者與圖畫作者合作的結晶，這個作者可能是兩個人，可能是同一個

 人。基本上，以圖為主的幼兒圖畫書，幼兒可以透過圖像閱讀進入文字閱讀。

 目前，國內幼兒圖畫書的市場，基本上以外國版本居多，究其源流，自是以英文漢聲出版

 公司引進的《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優良兒童圖畫書》為濫鵬。始至今日，透過版權交易翻譯的幼

 兒圖畫書，高居市場佔有率7成以上。至於本上原創的幼兒圖畫書出書總量始終不敵外國的幼

 兒圖畫書，這是不爭的事賞。

 無論如何，只要信誼基金會的信誼幼兒文學獎存在^^天，本土原創的幼兒圖畫書出版就沒

 有停止的一天。雖然原創幼兒圖畫書的出版量遠不及翻譯的幼兒圖畫書，雖然翻譯的幼兒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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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題材豐富多元，書風各有千秋;但是國內原創的幼兒圖畫書作家也不讓外國作家專美於前，

 他們在各大國際大型童書插畫大展屢獲佳績，就是最好的明證。

 總計截至第23屆(2010年)止，總計有4，242件包括圖畫書創作、文字創作以及動畫影片

 創作等作品參加徵獎，得獎作品125件，得獎率只有3拓，顯見得獎作品的確是作品中的作品，

 也顯見評審委員評審態度的嚴謹，其評審標準以書的整體性與原創性為主，亦展現得獎作品出

 版品質精緻的水準。(附註:第24屆目前尚在徵展中0

 24年中，透過徵獎，不過才出版125冊原創的臺灣幼兒圖畫書與動畫影片，足見人才與作

 品培養之不易。

 三、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

 九歌出版社發行人蔡文甫於1992年創辦財團法人臺北市九歌文教基金會，同年啟辦九歌現

 代少兒文學獎，迄今已歷19屆。該獎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指導贊助，得獎作品多由「九歌

 兒童書房」出版並編印成冊，^9年下來，為兒童文學發掘不少新的題材以及培養寫手。

 在目前僅有的少數幾種兒童文學徵獎中，九歌少兒文學獎是唯一由文建會贊助出版的;也

 是唯一以少年小說為主的獎項。是以，九歌在少年兒童的童書(文學類)出版，主要以少年小

 說為主，作品也以原創性為主軸，其目的旨在「避免青少年及兒童只閱讀國外作品」，在東方出

 版社、天衛文化圖書公司等幾家以出版外國少年小說作品為主的出版社大量引進外國少年小說

 名著的當下，九歌自始至終以原創小說作品為出版主軸的作為，的確令人一新耳目。

 19年「九歌兒童書房」竹持續出版，幾乎網羅兩岸三地的少年小說作家及作品，百餘冊少

 年小說作家作品的出版，可說是將「九歌」與「少年小說」書上等號。在一片追求全球化、國

 際化的出版時潮當中，九歌能夠不改出版原創少年小說作品的初衷，也因此，讓九歌成為臺灣

 原創少年小說出版的重鎮;這和信誼成為臺灣原創幼兒圖畫書出版的重鎮是一樣的道理。

 過去臺灣少年小說的出版重鎮是東方出版社，曾幾何時，九歌出版社已經替代「東方，成

 為國內原創少年小說的新一代出版重鎮。除了九歌，聯合報系民生報與天衛也是兩岸三地少年

 小說重要的出版社之一，聯合報系民生報與九歌堅守原創，天衛則是原創與翻譯雙管齊下。

 四、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

 臺灣兒童閱讀最多的報紙@@國語日報自創報迄今，已逾一甲于。該報社出版部始終是國

 內童書(文學類)出版的重要出版社之一。

 這個超過一甲子的報社，雖然不是童報，卻是陪伴不少學童渡過少兒時光，是臺灣學童成

 長的良伴，可是卻從來不曾舉辦過兒童文學獎。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洪建全兒童文學創

 作獎」、信誼基金會「信誼幼兒文學獎」、九歌文教基金會「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先後創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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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國語日報終於在^995年也創設「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迄今也舉辦過10屆。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前7屆分童話組與圖畫故事組兩項，每兩年舉辦一次，自第8

 屆開始改成童話組一組，每年舉辦一次。自此而後，「信誼幼兒文學獎」以圖畫故事書與動畫為

 主，「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以少年小說為主，「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以童話為主。

 當然，以童話為主的「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牧笛獎」同樣也從徵獎作品中評選出新一代的童

 話^^家，使國語日報逐漸成為國內童話童書出版的主要出版社之一。更且《國語日報》第11版

 「兒童文藝版」每日所刊載的兒童文學作品，不乏童話佳作，近年來迭出所謂的年度童話精選，

 這又是另一種文學類童書的出版新徑，也唯有《國語日報》才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出版資源。

 以上這三種不同的兒童文學獎，每年出版數十冊幼兒圖畫書、少年小說、童話等原創作

 品，而這些原創性作品的作家，基本上大多是各該獎的得獎作家群，他們的得獎作品都有一定

 的風評，他們也成為各大童書出版社的基本作者群，備受肯定的作品，加上備受肯定的作家，

 加上口碑不錯的出版社，這樣的組合，往往是出版社「以書養書」的最佳模式。對出版社與作

 家而言，可說是互蒙其利，自利而利他。

 「好書大家讀」是一種對各童書出版社在某一年度內出版的童書分次分組(故事文學組、非

 故事文學組、圖畫書及幼兒讀物組、知識性讀物組)，經由評審委員評審而公佈的文化推展活動

 之謂。

 該活動於^991年由聯合報系民生報與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聯合發起主辦的。是民間自發

 性舉辦的好書推介活動，至2011年止，共計辦理60個梯次，恰好整整20週年。20年來持續舉

 辦從未間斷，其所產生的閱讀與推展效果，並不亞於由政府(行政院新聞局)主辦的「中小學

 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好書大家讀」的推展，自「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設獎後，吸引更多童書出版社趨

 之若驚，這是因為臺北市立圖書館每年都會採購一定數量的得獎童書，也是各國小圖書館採購

 的對象，更是各地媽媽讀書會或是班級讀書會或是故事媽媽團必選必讀的，在這種情況的催化

 下，越來越多的出版社紛紛加入童書的出版行列。童書出版再也不是專業童書出版社的優勢，

 面對越來越多的競爭者，如何在童書出版各個相關環節出奇制勝，成為專業童書出版社必須面

 臨的課題。

 就出版社、作者、繪圖者與翻譯者而言，值此「好書大家讀」20週年，整理出歷年得獎最

 多者名單如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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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好書大家誼」歷年得獎最多者(括弧中的數字代表得獎次數)

 『一	得獎總數第一名	得獎總數第二名	得獎總數第三名
 ffiKfitt	m, aft m m m m as m m m & wi(307)	(196)	(192)
 "一	李漳^3釗	林良□刁	管家琪^2^^
 "一	徐建國^34)	曹俊彥2^^	賴馬^2^^
 一	劉清彥8^^	林寞美^6刁	柯倩華5^^

 就「出版社」而言，遠流不是童書專業出版社，格林與小魯則是。前者雖非專業出版社，

 惟其出版量遠高於後兩者。就「創作者」而言，李漳、林良與管家琪三位，都是兒童文學界創

 作量非常豐富的原創者。就「繪圖者」而言，第一名和第二名相去不遠，尤其是曹俊彥，更是

 集童書企劃、編、寫、繪於一身的插畫家。就「翻譯者」而言，劉清彥得獎數遠超於後兩者，

 不過，林真美與何倩華在幼兒圖畫書方面的翻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的確，20年的「好書大家讀」推展，已經為國內的童書出版建構出一個嚴謹的童書評鑑制

 度。對出版社而言，其出版的童書能夠入選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是^^種編帽製作的肯定;

 對創作者或是繪圖者或是翻譯者而言，是^^種心血努力的肯定。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物獎的設

 獎，對出版社、創作者、繪圖者以及翻譯者而言，更是激發他們精益求精的鞭策。也是圖書館

 或是學校採購童書的重要參考書單之一。

 一、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自1983年首次辦理迄2011年止，已屆滿29年，

 共舉辦33梯次。罵配合該項評選活動，達到推廣效果，每年特編印「行政院新聞局推介中小學

 生優良課外讀物」清冊，提供國內各中小學、公私立圖書館、老師與家長們作為選擇優良兒童

 讀物的參考。這份清冊，往往成為各申小學校以及公私立圖書館採購童書最好的參考書單。

 行政院新聞局舉辦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具有多層意義。一來對兒童及青少年閱讀

 習慣的養成，對培養師生或親子閱讀環境的建造，的確具有加分作用;二來鼓勵出版業者出版

 優質出版品，嘉惠文化消費者。三來被推介的出版品，大多富有教育性、啟發性、藝術性與趣

 味性等特質。

 從每一梯次獲推介的出版社年年增加，即可明白各童書出版社或是有出童書的出版社對此

 項評選活動的重視與參與，以及由政府主管出版部門聘請學者專家經過嚴謹的評選過程所建立

 的公信力，罵評選的結果貼上「優良課外讀物」的標籤，29年的辛勤耕耘，受到社會各界的期

 $肯定，支持與參與。在推廣優良課外讀物，29年的M持，終於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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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新聞局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被推介的課外讀物，創作、改寫、翻譯三者

 兼而有之。近年來，翻譯作品被推介的現象有凌駕創作與改寫之上的傾向，尤其是幼兒圖畫書

 (繪本)的情況更形顯著。此種顯著的傾向，就創作而言，實在不能等閒視之。

 長久以來，臺灣在政治上雖然自1945年已經脫離殖民地的身分;但是，在閱讀文化上，卻

 一，直是歐美目等強勢文化的殖民地，童書何嘗不是。外國出版的童書，以蠶食鯨吞的方式，逐

 漸搶佔臺灣童書市場，從誠品、金石堂、何嘉仁等通路商的陳列展售，在幼兒圖畫書(繪本)

 的陳列以外國作品為主的情況，足以呈現這樣的一個訊息。也就是說，原創性的本土作品的出

 書總量遠遠不及翻譯作品的佔有率，這是不爭的事實。

 二、小太陽獎的設置

 有別於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創作、改寫、翻譯三者兼而有之的現象，行政院新聞

 局自^996年起，至2002年止，連續舉辦7屆的「小太陽獎」。此獎的創設，在提升出版品的內

 涵，在表彰出版業界的努力，在鼓勵國人發揮創作，尤其是第3點，更是「小太陽獎」創設的

 終極目標。

 該獎係自年度中小學生傻良課外讀物推介作品中，冉評選出「最佳出版獎」、「最佳文字

 創作」、「最佳編帽」、「作家插圖」、「最佳美術設計」等獎項分別頒予出版社、圖文創作者、編

 帽與封面設言」-者。從獎項內容可以反映出該獎從內容、編輯到封面設計，著重的是它的「創作

 性，，被視為臺灣童書創作的最高榮譽。

 「小太陽獎」的得獎作品，對讀者而言，不啻是雙重保證。對出版社、圖文作者而言，也是

 雙重的肯定。對出版社的行銷，更是一種利多。新聞局重視「小太陽獎」，而「小太陽獎」無異

 是國內童書出版的最高榮譽，儘管「金鼎獎」是出版業者夢寐以求的獎項，但其頒贈的』象不

 見得是童書出版業者，唯獨「小太陽獎」的頒贈對象才是出版童書的出版業者以及作者等。

 新聞局不僅重視「小太陽獎」，還編印精美的「小太陽獎」得獎作品英文簡介，藉以提供於

 「臺北國際書展」與「義大利波隆那兒童書展」(世界規模最大的兒童書展)等國際大型書展中

 推廣宣傳，以提升國內兒童及青少年優良讀物的國際知名度，增進國際出版文化交流，同時協

 助童書出版業者開拓國際市場。

 政府的立意固然甚佳，不知何故，卻於2003年中斷，無法永續辦理，殊為可惜。以致各童

 書出版社必須自求多幅，各憑本事，精益求精，製作出版精良的童書，俾便在國內或國外的兒

 童書展，開拓一片天空。

 雖然只辦7屆，卻也成就若千出版社與圖文創作者。表2為依「小太陽獎」歷年得獎次數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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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小太陽獎」歷年得獎次數最多者(括弧申的數字代表得獎次數)

類別得獎總數第一名得獎總數第二名得獎總數第三名

 出版社國語^^^^、大樹、遠流雄獅、．幼獅、三民、時台英杜、信誼^^3次^
 ̂各5次^報、大地地理^各4次^

 創作者(文字創作與插圖)     ^馬^2次^

 創作者(美術設計)徐偉^，次^

 從得獎出版社而言，顯然童書出版已經擴及到非專業童書出版，如三民、時報、遠流、

 幼獅、大地地理、雄獅等綜合性出版社以及專業美術出版社等。得獎的童書出版社只有國語日

 報、信誼、大樹等少數幾家。尤其是三民書局一向以文法商叢書享譽書市，「小太陽獎」使得該

 公司更加深信投資童書出版是正確的策略選擇。

 1977年起，國內童書出版出現革命性的大轉變，「彩色精裝套書」以直銷方式展現。始

 作俑者，為光復書局於1977年出版的《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全套25冊，大開本(菊8

 開)，全部彩色印刷，這套書的出現，率先將國內的童書(文學類)帶入彩色精裝的圖書世界。

 自光復版《彩色世界兒童文學全集》描出後，掀起國內出版文學類精裝套書的一股風潮。

 計有光復書局《彩色世界童話全集)) (30冊)、《世界兒童傳記文學全集》(25冊)、《世界童話百

 科全集)) (20冊);成文出版社《金獎少年文學專帽?(^0冊)、《兒童文學創作專輯?(^0冊);

 漢京出版公司《童心文庫》(10冊);書評書目出版社《兒童文學創作選集》(10冊)、《智慧

 的薪傳>(^0冊)、《創意童話?(^0冊);英文漢聲出版公司《中國童話》(^2冊)^《漢聲精選

 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 (48冊);華^^書局《華一兒童啟蒙文學》(^2冊)、《華一兒童通俗文

 學? (20冊);東方出版社《世界偉人傳記叢書? (30冊)等。(邱各容，《兒童文學史料初稿

 1945-^989} 1富春^ 1990)

 從以上15種文學類套書而言，幾乎清--色為專業童書出版社，也是當時期主要的童書出版

 社。這其中包括創作、改寫與翻譯三者在內，光復以翻譯為主，書評書目、漢京、英文漢聲，

 成文以創作為主;華一、東方以改寫為主。至於英文漢聲《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則

 是國內首次大規模引進世界頂尖兒童圖畫書的先河，諸如《第一次上街買東西》、《放屁》叫諾

 亞方舟》、《野獸國》、(14隻老鼠吃早餐》等歐美日最著名圖畫書，也是促進爾後國內兒童圖畫

 書出版盛行的重要因素之^^。

 曾幾何時，套書出版隨著直銷的沒落而沉寂多時，書市也少見過去直銷時代風起雲湧的精

 裝套書(文學類)。何以過去盛行的直銷在走過輝煌的歲月，從此走入歷史?當年出版精裝套

 書的光復、錦繡、書評書目、成文、華^^、圖文、錦標等童書出版社如今大多成為讀者記憶深

 給孩于一本古，就是給他們開一扇宙，媲他們希得史多、史連，生命史加尤廣



 處的印象。今日活躍在童書出版界的國語日報、小魯(天衛)、小兵、和英、格林、信誼、三之

 三、青林國際、小天下等幾乎是以幼兒圖畫書(繪本)出版為主，採企劃編輯作業模式，過去

 動輒數十本的大套書出版已經成為歷史名詞，大套書已經分解。各出版社改以「系列叢書」的

 規模出書，儼然成為「叢書」出版的新模式，「叢書」取代「套書」，「店銷」取代「直銷」。

 當精裝套書盛行的年代，也正是社會風行「以書櫃代替酒櫃」的年代，家庭讀書風氣的養

 成，親子共讀習慣的養成，與一套套精裝套書的出版不無關係。尤其是文學類童書，無論是童

 話、少年小說、兒童詩等的作家，文筆的精練，讓兒童從閱讀到書寫的過程中，日積月累，寫

 作能力的提升不無助益。

 綜上所述，臺灣童書(文學類)大體可以「解嚴」做為重要的分水嶺，解嚴前，本質上係

 以國內兒童文學寫作人才的培育、優良兒童讀物的評選、精裝套書的出版等為主要論述重點。

 這是一種「對內」的深化，建構臺灣童書(文學類)出版的精良體質，事實上，臺灣童書(文

 學類)的出版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具備優良的體質與條件，才有能力馳聘在亞洲，乃至國際

 童書(文學類j出版的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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