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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玉金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攝影──BOGI、林佳瑩、陳玉金、戴淳雅

讓新舊世代共讀的
兒童文學

館務紀要

一、前言

臺灣兒童文學出版以翻譯作品為多，當代兒

童對於世界兒童文學名著較為熟悉，相對而言，

對臺灣兒童文學作家與作品則認識有限。臺灣文

學館委託大員人力工作室執行，邀請兒童文學界

林文寶、陳正治、楊茂秀等三位教授擔任顧問，

筆者為計畫主持人、周延賢為總監與導演，於

2015年3月啟動「臺灣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家影音暨

繪本創作計畫」。以作家身影紀錄、繪本製作、

動畫製作、作家作品導讀等目標為宗旨，希望編

纂、製作、出版一部具有文字、圖像、聲音、影

像，包括真人身影及動畫、配樂的兒童讀物，並

以此作為數位資源，保存經典兒童文學作品。

本計畫在2015年度，首先從1920至1930年

代出生的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當中，挑選具代表

性的作家，計有：華霞菱（1918~2015）、林良

（1924~）、黃郁文（1930~）、馬景賢（1933~）、

傅林統（1933~），以及趙天儀（1935~），以其擅

長文類與版權無虞作品，採取當代兒童喜愛的繪

本形式，邀請插畫家配置插圖，搭配製作動畫，

以及記錄作家身影。工作團隊自今年3月進行各

項工作至7月，已按進度完成計畫期中預定事

項，以下簡介作家及說明工作內容。

二、六位兒童文學作家簡介與近況

1. 華霞菱（1918-2015）
在六位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當中，以現年

98歲的華霞菱年歲最長。華霞菱為河北省天津市

人，筆名雲淙，曾於北平市香山慈祐院幼稚師範

學校初中部，及北平市立師範學校就讀。1941年

畢業之後擔任小學老師。由於在初中部就讀時的

校長張雪門於1946年到臺灣創辦臺北育幼院，而

追隨其腳步於1947年來到臺灣，在臺北育幼院教

書。之後曾在小學教書，任職新竹師範附幼園主

任12年，期間擔任《幼兒教育月刊》總編輯，後

轉至臺北師專附小執教，服務教育工作總共36年

後退休。

因為朋友介紹，華霞菱得到邀請參與「中華

兒童叢書」故事寫作，而開啟為兒童寫作之路。

她的兒童文學作品包含故事、兒歌、童話和散文

等。曾以《小糊塗》和《五彩狗》獲得省政府教

育廳中華兒童叢書最佳寫作金書獎。華霞菱個性

淡泊，手藝極巧，喜愛閱讀，退休後和兒子與媳

婦，以及孫子、孫媳婦，曾孫等住在臺北市民生

社區。曾孫經常唸誦她的兒歌作品，近百歲的她

也從互動中得到創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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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林良（1924~）
在本計畫的現當代兒童文學作家當中，以林

良的知名度最高。林良筆名子敏，福建省同安縣人

（出生於廈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語

科、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曾任《國語日報》兒童

副刊編輯、臺灣書店《小學生雜誌》主編、《小學

生》半月刊主編、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第一任理

事長、《國語日報》發行人兼社長、董事長等職

務，2005年自國語日報社董事長一職退休。

林良曾經在板橋國校教師研習會成立的「兒

童讀物寫作研究班」課程擔任多屆講師，許多早

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國小校長或者老師，都是

他的學生，例如本階段的黃郁文和傅林統都是第

一期學員。

林良為兒童寫作超過50年，以散文集《小太

陽》一書廣獲讀者共鳴。兒童文學作品包含散文、

兒歌、童詩、故事、翻譯、論述等。著作豐富，包

括《小太陽》、《爸爸的十六封信》、《林良爺爺

寫童年》、《你幾歲？》、《金魚一號．金魚二

號》等。曾獲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獎章、金書

獎、中山文藝創作獎、信誼基金會兒童文學特別貢

獻獎、新聞局金鼎獎終身成就獎、國家文藝特別貢

獻獎、星雲文學特別獎等。儘管年屆九十，仍然持

續每週為《國語日報》寫作兒歌「看圖說話」，以

及散文「夜窗隨筆」專欄。

3. 黃郁文（1930~）
黃郁文出生於臺北金瓜石，12歲時遷居花蓮。

筆名瘦馬，臺北師範學校、花蓮師專畢業。在花蓮

縣歷任小學教師、主任、校長，總計38年。曾參與

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歷任理事、常務監事。

因為教學的關係，黃郁文鼓勵兒童寫作，自己

也嘗試創作投稿，1960年開始發表作品在《國語日

報》、《更生日報》等報刊。1971年參加板橋教師

研習會第一期「兒童讀物寫作研究班」，進行為期

一個月的訓練。在擔任校長任內，鼓勵兒童創作，

也集結兒童作品出版。黃郁文精通日文，受到出版

社重視擔任翻譯工作。退休後擔任小學自然科學教

科書編輯，在報紙刊物發表創作，也為出版社擔任

日文書翻譯。

黃郁文的兒童文學作品包括散文、童詩、故

事、童話、小說、知識類讀物、翻譯等。兒童文學

著作有《雪地和雪妮》、《野草》、《美麗的珊瑚

礁》等，翻譯《地下鐵開工了》、《失去生物的小

島》等。曾獲教育部六十五年文藝創作獎、國民中

小學教師兒童文學創作獎、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兒童

文學創作獎等。目前居住在花蓮市，由小兒子負責

照料，仍然持續為兒童寫作從事，以自然科學讀物

為主的創作與翻譯。

4. 馬景賢（1933~）
出生於河北良鄉縣。筆名知愚、馬路，臺灣

師範大學國文系夜間部畢業。1949年2月隨國軍來

台，半工半讀完成中學學業，1957年4月自淡水英

館務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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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休學，於中央圖書館服務長達12年。曾服務於

國防醫學院圖書館、中央圖書館，也曾應聘至美

國普林斯敦大學東方圖書館工作，在農復會（後

改為農委會）圖書館工作時間最長，至65歲退

休。

公餘之暇喜歡兒童文學，1972年4月起主編

《國語日報‧兒童文學周刊》至1983年。曾擔任

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評審委員、中華民國兒童

文學學會第二屆理事長、海峽兩岸兒童文學研究

會第二屆理事長、國語日報社董事等。在農委會

任職期間，向農業推廣課提議促成「田園之春」

鄉土繪本系列一百本的出版。

兒童文學作品包括兒歌、童話、小說、散

文、戲劇、相聲及翻譯等。著有《小英雄與老

郵差》、《三隻小紅狐狸》、《說相聲，學語

文》、《春風春風吹吹》等書。作品曾獲國家文

藝獎、中華兒童文學獎、中興文藝獎等。退休後

仍以寫作為樂，近年曾因摔傷，健康受到影響，

現已逐漸復原。與太太居住在新北市新店區。

5. 傅林統（1933~）
出生於桃園。筆名林桐，國立新竹師院語教

語文教育系畢業。擔任國小老師、主任、校長達

四十多年。喜歡跟兒童共享童話故事的樂趣，綽

號「說故事的校長」。曾擔任中華民國兒童文學

學會理事、監事等職務。1997年退休後仍從事兒

童文學創作和推廣。曾於桃園縣文化局推展兒童

讀書會，培訓兒童讀書會帶領人。

2015年3月16日，計畫主持人陳玉金與作家趙天儀
討論錄影內容。（攝影／BOGI）

2015年4月6日，工作團隊拜訪作家黃郁文討論錄影
內容，左為計畫主持人陳玉金。（攝影／BOGI）

2015年4月16日，工作團隊到作家馬景賢家錄影。
（攝影／BOGI）

2015年4月16日，導演周延賢準備拍攝作家馬景賢
（右一）與兒子馬念先（右二）。（攝影／戴淳雅）

採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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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與探討，也撰寫評

論介紹好書，翻譯引進兒童文學重要論著，保羅．

亞哲爾的《書．兒童．成人》，以及李利安．H．

史密斯原著、趙天儀審訂《歡欣歲月──李利安．

H．史密斯的兒童文學觀》等。

兒童文學作品包含小說、童話、故事、論述

及翻譯等。著有童話集《秋風姊姊》、《小龍的

勇氣》、《傅林統童話》，少年小說《友情的光

輝》、《偵探班出擊》，繪本《神風機場》、《田

水甜》等。曾獲中國語文獎章、教育部少年小說創

作獎、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新聞局圖書著作金

鼎獎、桃園縣推展文化有功作家。

6. 趙天儀（1935~）
出生於臺中市。筆名柳文哲，臺灣大學哲學研

究所畢業。曾任臺大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國立編

譯館人文組編纂、靜宜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省兒

童文學協會理事長。為笠詩社十二位發起人之一，

曾主編《笠》、《台灣文藝》、《台灣春秋》、

《滿天星》等刊物。

曾因臺灣大學哲學系事件於1975年轉到國立

編譯館任職達15年，也開啟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之

路。深入探討兒童詩、兒童文學教育與理論。在靜

宜大學任職期間，推動兒童文學研究發展更是不遺

餘力。

兒童文學創作主要為童詩及論述。著有童詩

集《小麻雀的遊戲》、繪本《變色鳥》等，編著

《童詩萬花筒》、《如何寫好童詩》、《兒童詩初

探》、《台灣兒童文學的出發》、《少年小說論文

集》、《兒童文學與美感初探》等。曾榮獲臺灣

省臺中文藝協會自強文藝獎章新詩獎、巫永福評論

獎、行政院文建會文耕獎、大墩文學獎、臺灣文學

家牛津獎等獎項。目前與妻子住在臺北市臺灣師範

大學附近，閒暇之餘愛逛書店，仍然持續創作。

三、繪本與動畫製作

本計畫六本繪本的內容來源，分別從華霞菱、

林良、馬景賢、趙天儀等作家作品中，選錄童詩

或兒歌各八首，邀請資深畫家趙國宗，以及年輕世

代插畫家阿力金吉兒、南君、陳又凌、江蕙如等人

進行繪本插圖，其中阿力金吉兒與陳又凌皆獲得義

大利波隆那童書插畫展入選。黃郁文的作品則選錄

其童話作品《雪地和雪泥》，傅林統選錄故事作品

《河童禮》，分別由插畫家江蕙如配置插圖，並製

作動畫，目前《雪地和雪泥》動畫片已初步製作，

《河童禮》動畫預定於10月前完成。

六位作家的作品繪本化過程，已根據作品內容

先行預定，給予出版參考。書名以及收錄作品為：

1.《魔術筆》，華霞菱著、阿力金吉兒圖：收錄兒

歌〈小雞和小鴨〉、〈海上旅行〉、〈種花〉、

〈魔術筆〉、〈小花狗〉、〈小寶貝〉、〈小弟弟

和小鳥〉，以及〈辣〉。

2.《沙發》，林良著、趙國宗圖：收錄童詩〈喝下

午茶〉、〈等爸爸回家〉、〈我的好朋友〉、〈月

球火車〉、〈沙發〉、〈駱駝〉、〈蝸牛〉，以及

〈白鷺鷥〉。

3.《大腳ㄚ和小腳ㄚ》，馬景賢著、南君圖：收

錄兒歌〈猜猜我是誰〉、〈畫媽媽〉、〈大腳ㄚ

和小腳ㄚ〉、〈小問號〉、〈小客人〉、〈春風吹

吹〉、〈山〉，以及〈老鼠捉大花貓〉。

館務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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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北雨》，趙天儀著、陳又凌圖：收錄童詩

〈月〉、〈野地的小花〉、〈小草〉、〈落葉〉、

〈西北雨〉、〈爆米香〉、〈蜘蛛的地圖〉，以

及〈雛鳥試飛〉。

5.《雪地和雪泥》，黃郁文著、江蕙如圖：本作

品曾為「中華兒童叢書」《雪地和雪妮》（林

鴻堯圖）出版，由於童話中的兩位主角，並未

特別說明性別，以故事情節而言，較適合同性

朋友的友誼，而雪妮名稱暗示為女性，改為雪

泥，也與雪地詞性搭配，經與作者討論後，同

意更改為《雪地和雪泥》。

6.《河童禮》，傅林統著、江蕙如圖：原題〈成年

禮〉，考慮內容以《河童禮》更為當代讀者熟

悉與親切，亦符合故事內容，經與作者溝通，

欣然同意更改。

四、兒童文學作家身影紀錄

本計畫兒童文學作家身影紀錄，工作團隊於

3月14日進行身影紀錄片前置作業討論包含拍攝腳

本，例如使用作家提供的舊照片、介紹生平，然

後帶入作品特色等。

由於本計畫介紹的六位兒童文學作家皆已

超過80歲，因此錄影地點，以住家為主，如身體

狀況較佳者則至其他較有紀念意義的地點進行錄

影。華霞菱於臺北市民生社區住家及附近錄影；

林良於國語日報社及附近；馬景賢於新店住處，

因身體違和，如果狀況許可，再請家人帶到附近

公園拍攝外景；趙天儀於師大附近住家以及經常

逛的書店等為主要攝影地點。而傅林統家在桃

園，但錄影拍攝期間在臺北與兒子同住，因此以

採
訪
剪
影

2015年4月24日，導演周延賢拍攝趙天儀（左1）逛

書店。（攝影／戴淳雅）

2015年4月17日，工作團隊在齊東詩舍拍攝傅林統
（左一）。（攝影／戴淳雅）

2015年4月25日，林良（左2）由女兒林瑋（左1）陪

同錄影。（攝影／BOGI）

2015年4月17日，作家傅林統（左）與計畫主持人陳
玉金在兒童文學的家合影。（攝影／戴淳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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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會址「兒童的家」，以及齊

東詩舍等地錄影；黃郁文住在花蓮市，以花蓮住家

和附近為主要拍攝地點。

錄影團隊從3月23日進行各處勘景到6月28

日，已陸續完成主要作家身影拍攝，也已經進行初

剪和旁白配音，以及配樂製作等工作，並初步製作

林良紀錄片，且剪輯三位作家身影紀錄：傅林統、

黃郁文、趙天儀等，僅幾位需補充插畫家或評論者

補充談論。

五、結語

由於臺灣兒童文學作家尚未見如此系統性整理

和影片紀錄作家身影，此計畫堪稱臺灣兒童文學界

重要盛事，在繪本製作上，邀約以作品具現代風格

的資深畫家趙國宗搭配年輕世代插畫家，希望吸引

兒童閱讀。

而身影紀錄的拍攝，在聯繫作家本人以及作

家家屬，皆獲得配合，願意提供各種所需資料。甚

至邀約與作家合作過的插畫家、臺灣兒童文學相關

研究學者們與談，也都允諾入鏡共襄盛舉。遺憾的

是，年歲最大的華霞菱，在4月間執行錄影後，於9

月7日因腦中風病逝，來不及看到身影紀錄與作品

繪本。

本計畫希望協助臺灣兒童文學作家以其擅長

文類創作，以當代兒童喜歡的繪本重新編輯出版，

提供給兒童閱讀媒材，進而認識臺灣本土兒童文學

作家。未來計畫成果將交由出版社進行編輯製作出

版，讓新舊世代都能透過閱讀認識作家作品與生命

故事，且創造文學產值。

館務紀要

採
訪
剪
影

2015年4月25日，林良在國立藝術教育館錄影，告
訴大家這裡是國語日報社的舊址。（攝影／陳玉金）

2015年7月27日，邱各容在臺文館內錄製訪談趙天
儀和黃郁文。（攝影／陳玉金）

2015年4月25日，華霞菱由兒子陪同錄影。（攝影／
戴淳雅）

2015年5月8日，黃郁文（左3）由兒子黃曉峰（右1）

陪同錄影，與團隊在花蓮港合影。（攝影／林佳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