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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母親終身的職志，寫作、閱讀、手工

藝、平劇則是她一輩子的喜好。母親的作品在文字

方面約可分為兒童文學、幼稚教育、語文教學、傳

記等四類，手工藝則包括十字繡、剪紙、緞帶花、

中國結等，樣樣都飽含才華與對生活的熱愛，閱讀

觸摸它們，好像母親仍在眼前，沒有離去。

〈顛倒歌〉可能是母親兒童文學創作中最膾炙

人口的作品，她用生動的兒歌形式，引導幼兒認識

事物的正確形象。比如「水牛整天睡懶覺，公雞要

唱催眠歌，兔子騎上獵狗背，駱駝游泳過大河」，

為臺灣兒童文學及教育奉獻的典範

幼兒一聽往往哈哈大笑，指出其誤。母親接著用

「水牛耕田力氣大，公雞會唱早起歌，獵狗追兔跑

得快，駱駝專走大沙漠」，教導幼兒這些動物的

正確特點，由於讀來順口有趣，幼兒很容易朗朗上

口，記在腦中。

除了〈顛倒歌〉之外，母親其他的兒童文學作

品水準也很高，像〈媽媽的畫像〉就很溫馨動人，

她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借由書中主角為媽媽畫像，

道出親子之間無以言喻的情感。例如「我用肉色的

筆，在紙上畫一個大圓圈，這就是媽媽的臉。媽媽

的臉圓圓的，很溫暖很溫暖的，我喜歡在媽媽的臉

上『香』一個，媽媽也愛『香』我，她說我的臉又

甜又可愛。」 、「我現在要畫媽媽的頭髮。媽媽

文‧圖──黃季寬　華霞菱哲嗣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自2015

年出版後，獲得很好的迴響，其

中最大的肯定，是我們留住了資

深作家的身影，以及新編雋永的

作品。在2015年9月離開我們的

華霞菱老師，終身以創作文學和

兒童教育為職志，小朋友從她的

兒歌中獲得快樂的記憶，大人從

她的文字裡，感受到純真童心的

可貴。黃季寬先生是華老師的哲

嗣也是忠實的讀者，在華老師離

開我們一週年之後，他寫下這篇

文章，想念母親，也讓我們再次

懷念帶給臺灣兒童文學溫暖與力

量的華霞菱。（文／林佩蓉）

華霞菱老師逝世週年紀念

《臺灣兒童文學叢書》印象記

母親逝世週年，她的音容笑貌或許逐漸遠去，

但行誼典範長存我心，每時每刻無法或忘。

華老師唸她寫的「小糊塗」，曾孫聽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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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頭髮，黑黑亮亮，整整齊齊，多好看！我喜歡摸

媽媽的頭髮，還喜歡在媽媽耳邊，插一朵小花。」

小小的動作，每個母子都有的互動，所表達的親情

婉約溫潤，深深觸動人心。

〈小皮球遇險記〉是值得一讀的另一本佳作。

它收在《中華兒童叢書》，講一個小皮球滾到屋

外，想到處看看有什麼好玩的事情，卻不小心掉到

水溝裡，經由小狗阿黃和阿白、老母雞、大花貓、

小黑豬、小猴子、小麻雀、玲玲、真真眾朋友搭救才

平安回家的故事。母親為兒童說故事的本領和運用文

字的功力，在這本書裡表露無遺，她描寫掉到水溝裡

的小皮球「紅臉兒弄黑了，漂亮的藍背心弄髒了。小

皮球爬不上來了，哭了。」簡潔生動易懂；「阿白

伸手去撈，撈不著。阿黃用嘴去咬，咬不著」各

式排比句法和押韻，讀來就像首歌。由於角色大

部分是小動物，情節又驚險曲折，加上靈巧的文

字，很能吸引兒童的興趣，像我四歲的小孫女，

中午就經常要我唸〈小皮球遇險記〉才肯睡覺。

有論者認為，母親的兒童文學作品，特色是寓

教育於文學，母親對此並未否認，她在〈我寫兒歌

的自白〉一文中就說：「我寫兒歌，是因為幼稚園

教學的需要」，「由於我心中常存著為幼稚園教學

需要的教材盡點心力的緣故，一動腦就自然的想到

──可以配合什麼行為活動，所以寫出來的兒歌，

會讓人覺得『嚴肅』了些。」

不過，我認為儘管母親創作兒童文學作品不忘

教育功能，但她並沒有忽視文學方面的要求。她表

示：「在用韻方面，我有比較強烈的自我要求，總

讓它唸起來不拗嘴就是了。」又在〈我的創作經驗

談〉中提出建立寫作觀念的「十要」：「要合於中

國【註】國情，不要因襲歐美；要合於民主精神，

不要極權暴力；要合於時代意義，不要陳腐思想；

要合於兒童趣味，不要成人眼光；要合於兒童閱讀

能力，不要艱深筆墨；要合於兒童心理發展，不要

揠苗助長；要有新鮮感，不要流入俗套；要有創

意，不要舊瓶新酒；要含蓄，不要教訓；要合情合

理，不要顛倒是非。」她還強調，寫作要有「技術

上的準備──文字的運用有何趨向」。

民國71年，母親以《五彩狗》二度獲得「中

華兒童叢書金書獎」，並在《國語日報》發表〈我

華老師兒童文學作品豐富，圖為其中五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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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寫五彩狗〉，披露寫作的歷程。她指出：「編

過故事的人都知道，再簡短的故事，在情節上也要

有一些曲折，也要有一些誇張，才能引起讀者的

興趣；同時，曲折和誇張要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展

開，才能有真實感，才能引起共鳴。」，「給小朋

友寫書，文字運用的原則有幾點必須注意：淺，

短，口語化，避開生澀的字詞。」另外，還要考慮

到插畫家，讓其容易掌握重心；而「在組句修辭的

時候，應該注意到描寫的變化，和配合國語課本

中句型的重現，以便對小朋友的欣賞文字和運用文

字，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在在都可看出母親寫

作時對文學性的重視。 

儘管母親在兒童文學創作方面有卓越的成績，

但是她堅持活到老，學到老，於民國101年以94

歲高齡創作兒歌〈辣〉：「小小子，一歲半，愛

吃辣椒和大蒜，左一口，右一口，呲牙咧嘴還說

『讚』！」就採用了時髦的網路語言。事實上，她

在〈我的創作經驗談〉中指出，寫作態度的培養有

「三要」: 「要認真，不可兒戲；要虛心，不可自

滿；要持之以恆，不可一曝十寒。」她真的身體力

行，矢志不渝。

母親幼年因病休學

在家，反覆閱讀《三國演

義》、《西遊記》、《七俠

五義》、《紅樓夢》、《鏡

花緣》等古典章回小說，奠

定了寫作基礎。民國54年左

右，在林海音、潘人木女士

的引領下進入兒童文學創作

領域。母親歷年多次在受訪

中指出，觀察兒童生活是她寫作靈感的泉源；她在

〈我的創作經驗談〉中註記〈顛倒歌〉構想是「幼

兒需要」；〈媽媽的畫像〉來自「教學發現」，

〈小皮球遇險記〉是「家務偶得」，〈春暉〉是

「工作心得」，顯然生活就是她創作的根基。

除了兒童文學，母親還相當關注幼稚教育和

語文教學，曾經編過幼稚園「最新設計教學單元教

材」，寫作《幼稚園兒童讀物精選》；也發表過國

語教學和課外閱讀配合的系列文章，並為《國語

日報》中高年級作文班和創作班撰寫完整教材。此

外，母親寫過多篇文章，介紹恩師張雪門先生的生

平和幼教理念，而《春暉》即以雪門先生於民國35

年創辦台北育幼院的點點滴滴為故事原型。

兒子推崇母親，也許會被認為不夠客觀，但走

筆至此，我相信對母親華老師表示最誠摯的敬意與

謝意並不為過，母親把她的大半生奉獻給臺灣的幼

兒和學子，成績斐然，足稱不朽，是我永遠最尊敬

的愛。

註：母親於民國7年生於天津，在此中國是廣義的，如要具
體而言，當然是中華民國。

民國55年出版的華老師作品「媽媽的畫像」內頁，插圖為陳壽美老師所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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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窗口：研究典藏組周華斌（Tel：06-2217201#2208，E-Mail：huapin@nmtl.gov.tw）

《中華日報》日文版
文藝副刊作者協尋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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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陳邦雄、崔淑芬、趙天麟、李栽（籬齋、李岳勳）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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