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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童心──兒童文學資深
作家與作品展」策展紀實

展覽緣起

說到兒童文學，你想到什麼？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我們對兒童文學的體驗是與世界同

步的，根據臺文館兒童文學相關研究，2014年每月大約有兩百多冊的兒童讀物新書出版，其

中翻譯作品占多數。除了歐美作品外，也有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的作品，十分多元。但

相對的，本土兒童讀物的出版量就比較少，發展空間也受到擠壓。因此，說到兒童文學，我

們想到的會是什麼？說到臺灣的兒童文學，有多少部分是Made in Taiwan？

本次的展覽，我們以臺灣的兒童文學資深作家與作品為展示主軸，期望讓大朋友們回味

這些陪伴他們成長的作品，也讓小朋友們有機會認識這些陪伴一代代兒童成長的兒童文學作

品。林良老師曾說：兒童文學家是一群最不慕榮利的人，因為他們的小讀者不在乎也不記得

他們的名字。我們也希望在展覽中介紹這些為兒童寫作的作家們，讓大小朋友們可以認識這

些永保童心的作家爺爺、奶奶。

文───程鵬升　展示教育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圖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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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臺灣的兒童文學資深作家與作品為展示主軸，期望讓大朋友們回味這些陪伴他

們成長的作品，也讓小朋友們有機會認識這些陪伴一代代兒童成長的兒童文學作品。

展覽入口，跟著各個主題人物，進入書本裡面的精彩世界。

設計理念

我們將展覽的主要觀眾群設定為：

（1）0~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2）親子觀眾。

（3）其他觀眾。

為了向識字不多的學齡前孩童介紹兒童文學，

並與本館原有的兒童文學書房在功能上有所區別，我

們定意做一個可以「玩」的展覽，寧可像遊樂場多一

點，也不要像一般大人參觀的展場，但其中一定要有

兒童文學的元素。因此，展覽不以文學文物來敘事，

而是將文本轉化為展示單元，讓觀眾以體驗的方式，

認識兒童文學作品。展覽雖然不以文物為主，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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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真童心──兒童文學資深

還是規劃了一個展區，挑選部分重要的兒童文學文物

來做介紹，讓小觀眾們學習瞭解博物館是個兼具展

示、教育、典藏、研究等多元功能的地方。

展場導覽

依據展示架構，展場分為7個展區：（1）入口

【資深作家與其作品】、（2）帶上想像的翅膀、

（3）創意無邊界，看圖看世界、（4）勇敢為人生著

上顏色、（5）坐在大草原上聽枕邊故事、（6）作家

的創作天地、（7）臺灣兒童文學叢書。

「入口【資深作家與其作品】」展區，介紹展覽

緣起、兒童文學大事記、資深作家與其作品簡介等，

讓觀眾對展覽內容有初步的概念，在此展區可看到4

個入口，通往4個不同的展區，各展區介紹不同的兒

童文學作家，以及由他們的文本轉化出來的展示單

元。不同年齡的小朋友可以在這裡選擇適合自己年齡

的學習單，共有幼兒版、國小中低年級版、國小高年

級版、國中版、高中版等5種，如果你沒有準備筆，

「帶上想像的翅膀」展區有鉛筆與色鉛筆可以使用，

參觀完展覽再放到出口處的回收桶就可以了。

「帶上想像的翅膀」展區，介紹周伯陽、詹冰、

朱傳譽、楊喚、趙天儀、黃基博、林煥彰等7位作家創

作的詩歌、童詩、故事詩，將文本轉化為拓印、造景

裝置、觸控螢幕著色等單元，適合學齡前還不識字的

小小孩們，透過圖案、顏色的變化，體會文學的多彩

世界，家長們可以在一旁將詩作朗誦給孩童聽。詩的

語言，簡潔、跳耀，有時更契合孩童發展中的大腦。

「入口【資深作家與其作品】」展區，不管從哪一個入口進入，都能體驗豐富多采的兒童文學。

「帶上想像的翅膀」展區，觀眾可在展場中用各色的筆拓印

圖案在學習單上，並把詩文抄寫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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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邊界，看圖看世界」展區，介紹琦君、

林海音、華霞菱、潘人木、林良、馬景賢、鄭明進、

傅林統、嶺月、黃春明、劉興欽等11位作家創作的圖

畫書。在這當中，有些作品原始的版本並非圖畫書，

例如：林海音的《城南舊事》、琦君的《桂花雨》，

這些書被重新編輯並加上圖畫出版，以圖文並列的方

式呈現，吸引小讀者。圖畫書轉化為拼圖、情境裝

置、磁性展板配對等方式呈現，此展區小朋友需要能

閱讀操作指示或是由大人在一旁引導操作，手腦並用

的理解文本所要傳達的故事。《國王的長壽麵》是馬

景賢老師創作的一個融合東西方概念的有趣故事。開

幕當天，馬媽媽與兒女參觀展場時，一起玩拼圖，回

味這件作品，馬媽媽說，曾有一個小朋友看了這本書

後，連續三個月每天都要吃麵，還要求麵條不能斷

掉，童心童語讓大家都笑了。

「勇敢為人生著上顏色」展區，介紹張彥勳、施

翠峰、黃郁文、林鍾隆、林立等5位作家創作的少年

小說。在現在的圖書市場，少年小說比較少被獨立出

來介紹，但其實少年小說會比一般小說更適合青少年

閱讀。在這個展區，我們無法把小說的內容直接呈現

出來，但我們擷取小說中的元素轉化為桌遊藏寶箱與

翻翻板，提出了幾個問題讓年輕朋友們去尋找答案、

「創意無邊界，看圖看世界」展區，動動手、動動腦，一起

拼圖、一起幫稻草人穿衣服、一起學習垃圾分類、一起幫助

十兄弟對付壞國王。

「勇敢為人生著上顏色」展區，人生沒有標準答案，用生命去體驗、用大腦去思考，才能明白生命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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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希望與少年小說達到一樣的

作用，透過閱讀，學習事物的邏輯、啟發思考。為了

增加趣味性與知識性，我們會不定期地在桌遊藏寶箱

中放置小禮品，解開謎題得到禮品的觀眾，可將禮品

中的小卡片po到文學館的臉書粉絲頁，上面有下次埋

藏寶藏時間的提示。

「坐在大草原上聽枕邊故事」展區，介紹謝冰瑩、

王詩琅、黃得時、蘇尚耀、嚴友梅、張劍鳴、鄭清文、

邱阿塗等8位作家創作的童話、故事、民間故事。我們

將《鴨母王》、《海水為什麼是鹹的》、《虹從哪裡

來》、《小番鴨──佳佳》這四個故事製作成簡易的動

畫。《憤怒的山》則變成觸控遊戲，松鼠快把山上的

樹都吃光了，趕快點選螢幕種樹，對抗破壞大自然的

松鼠。情境裝置，只有簡單的一兩張圖片，不知道原

始故事的大小朋友們，不用擔心，你可以自己「看圖

說故事」，再去兒童文學書房翻翻書，看看你編故事

的功力能不能與作家爺爺、奶奶們匹敵。

「作家的創作天地」展區，展品數量雖不多，但

卻呈現這些兒童文學作家活躍時期的文學風貌，《國

語日報》、《小學生》、《小學生畫刊》、《笠》詩

刊、《月光光兒童詩集》、《兒童圖書與教育雜誌》、

《布穀鳥兒童詩學季刊》、《兒童的雜誌》、《滿天星 

「坐在大草原上聽枕邊

故事」展區，挑選一個

最舒服的枕頭，聽個好

聽的故事；考量到視障

的觀眾，這邊的故事要

用眼睛「聽」喔。

「作家的創作天地」展區，以手稿、報章雜誌，呈現臺灣兒

童文學創作與發表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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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詩刊》等報章雜誌，與當時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是

兒童文學發表的主要媒介。作家創作的手稿，各有不

同的故事，有的作家字跡工整，如同在課堂上寫黑板

一般；有的作家塗塗改改，是想法太多拿不定主意，

還是為了適合兒童閱讀而句句珠璣、字字斟酌。此展

區建議父母一同帶著小朋友參觀，文學文物的典藏是

臺文館的重要工作也是特色，透過博物館保存、研

究、展示這些文學文物，賦予它們新生命，為參觀的

民眾訴說著文學的一頁頁篇章。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展區，展出臺文館出版的

系列童書，將資深作家的作品重新整理「老作新出」，

搭配全新的圖畫內容，圖文並茂，除了繪本之外，還

有作家朗讀作品的聲音檔，讓作家爺爺、奶奶說故事

給大家聽，以及珍貴的「作家身影」影像紀錄。叢書

的規劃與出版工作在展覽籌備期已如火如荼地進行，

在第一期六本叢書付梓之際，華霞菱奶奶與馬景賢爺

爺相繼過世，讓籌備展覽的我們更覺身負重任，華奶

奶、馬爺爺的故事說完了，我們要繼續說出更精彩的

故事，將他們對兒童、兒童文學的愛，說下去。

主題書展

除了主題特展的展場之外，我們亦結合圖書室

與兒童文學書房推出主題書展。圖書室的部分，有別

於之前的主題書展，是開立展覽相關書籍的書單後，

將書挑選出來，獨立一區做展示。這次則不特別開立

書單，而是將整個兒童文學的分類都放進去，書本還

是在原來的書架上，整個書架都是有關兒童文學的書

籍。有理論的、評論的圖書，可以用學術研究的角度

來認識兒童文學理論、作品以及作家，但必須13歲以

上的觀眾才能換證進入閱覽。兒童文學書房的「純真

童心──臺灣資深兒童文學作家書展」展出31位作家

的文本，包含各種文類、主題、年齡層，可以看出兒

童文學作家創作的不同特性。

智慧型手機導覽

本次展覽，運用結合Beacon技術的導覽系統，觀

眾在有行動網路、Wi-Fi的環境先下載「蹦世界」手

機導覽APP及本特展的導覽包(中英文版本)後，無需

網路即可在展場內使用導覽系統。不同於傳統的導覽

機需要輸入數字或選取內容，展場內的Beacon基地臺

透過藍芽發送訊號，參觀者的手機會自動偵測位置，

兒童文學書房書展一隅。

手機導覽APP，導覽畫面。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展區，可看圖看字、可用耳聽、可以

掉入情境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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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發送對應的導覽內容予參觀者，除了文

字、圖片外，亦有語音內容。為了增加參觀的

趣味性，導覽APP有「集章活動」，使用手機

導覽參觀時，透過藍牙無線感應Beacon，收集

各展區的徽章，集滿7個章，可至臺文館藝文商

店兌換禮物一份。

結語

針對兒童舉辦展覽並不是臺文館的頭一

回，開館初期，2004年「乘著詩歌的翅膀──

台灣兒童圖畫書作家作品展」、2005年「原

住民口傳文學展：聽‧傳‧說──台灣原住民

與動物的故事」，兩檔展覽皆以兒童觀眾為主

要對象，而隨著兒童文學書房常態營運，針對

兒童舉辦的展覽與活動遂以兒童文學書房為基

地。此次將兒童文學的展覽放置於近百坪的展

覽室C舉辦，除了要創造不同的兒童文學體驗

外，也顯現臺文館對兒童教育及兒童文學研究

的重視。接觸文學的途徑，主要透過閱讀，而

除了閱讀之外，我們也為兒童打開一扇以色

彩、圖像、互動與趣味建構的文學之門。

作家

謝冰瑩

王詩琅

黃得時

周伯陽

琦君

林海音

華霞菱

潘人木

蘇尚耀

詹冰

林良

嚴友梅

張彥勳

施翠峰

張劍鳴

朱傳譽

黃郁文

林鍾隆

楊喚

馬景賢

鄭明進

鄭清文

邱阿塗

林立

傅林統

劉興欽

嶺月

趙天儀

黃基博

黃春明

林煥彰

發想文本

《小冬流浪記》

《鴨母王──臺灣民間故事》

《海水為何是鹹的？──臺灣民間故事精選》

《兒童詩歌集》

《桂花雨》

《城南舊事I──惠安館的小桂子》

《顛倒歌》

《老手杖直溜溜》

《虹從哪裡來》

《太陽‧蝴蝶‧花》

《小太陽》（圖畫書版）

《小番鴨──佳佳》

《兩根草》

《歸燕》

《小紅計程車》

《玩具城》

《吉蘭島》

《阿輝的心》

《水果們的晚會》

《國王的長壽麵》

《十兄弟》

《燕心果》

《憤怒的山》

《阿三的故事：山裡的日子》

《神風機場》

《沒有媽媽的小羌》

《達達系列》

《我喜歡的童詩：小麻雀的遊戲》

《兒童詩集──媽媽的心》

《小麻雀．稻草人》

《妹妹的紅雨鞋》

跳出了論文、書本堆疊的書城，回到最初的純真童

心，用「玩」的方式將文學文本轉化成遊樂場般的展

場，再把遊樂場般的展場配上文字、圖像轉化成展覽

圖錄；保留參觀展覽的感動，將知識帶回家。

附表：展出作家與發想文本

（作家依出生年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