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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儿童散文审美流变考察

张国龙，韩沐霏

(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散文的文体特质和写作者童年经验的遥远，均加大了儿童散文写作的难度。然而，台

湾儿童散文却蔚为大观，耐人寻味。台湾儿童散文具有以下特点: 以描写战火中的“童年”和童年

“乡愁”为起点; 提倡“为儿童”的“文学散文”与浅语艺术，确立了合法身份; “儿童散文热潮”中刮

起的“田野之风”;“审美”与“审智”的辉映与升华。对台湾儿童散文的研究既拓展了中国儿童散

文研究的视阈，又为中国大陆儿童散文创作提供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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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散文包括抒情

散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等; 狭义散

文即抒情散文( 或艺术散文) ，注重叙事、抒情和议

论“三体并包”，是一种长于观照内心世界、抒发主

体情思的内向性文体( 本文推崇狭义散文概念) 。
散文是心灵史、情感史，自由是其精神内核，真实是

其生命之源。儿童散文是现代散文的分支，既具有

散文的一般特征，又蕴涵独特的审美品格。儿童散

文的读者主要是未成年人，而作者则多是成年人，

以回顾童年、少年生活为主，真、善、美、趣是其书写

旨归。其审美特征在于“儿童本位”和浓厚的趣味

性。一方面，坚守“儿童本位”，抒写“儿童化”情感

经验。“我们所提倡的‘儿童散文’，指的是为儿童

写作的‘文学的散文’，这种散文是向儿童传达自己

‘动人的人生经验’，但是作者必须运用儿童能体会

的题材，运用能激起儿童心理反应的语言进行表达

与创作。”①无论是叙事视角、思维方式，还是题材内

容、语言表达等皆应“儿童化”———透彻了解儿童的

心理机制，将儿童的渴求转化为创作的驱动力，以

儿童的审美情趣塑造作品的灵魂。另一方面，具有

浓厚的趣味性。无论表现当下儿童的日常生活，还

是抒写作家的童年记忆，皆应彰显童真、童趣。
由于散文的“老年性”文体特质使然，散文写作

需要丰富的人生体验。加上写作者童年经验的遥

远，从而加大了儿童散文写作的难度。然而，中国

台湾地区儿童散文却蔚为大观，耐人寻味。本文纵

览台湾儿童散文的书写状貌，试图勾勒其审美流变

的轨迹。即以描写战火中的“童年”和童年里的“乡

愁”为起点; 提倡“为儿童”的“文学散文”与浅语艺

术，儿童散文取得了合法身份; “儿童散文热潮”中

刮起的“田野之风”; 儿童散文“审美”与“审智”的

辉映与升华。对台湾儿童散文的研究，既可以拓展

中国儿童散文研究的领域，又为中国大陆儿童散文

创作提供了参照。

一、以书写战火中的“童年”和

童年“乡愁”为起点

台湾儿童散文的源头可追溯至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此时期台湾散文以自由多样化的体裁和对

生活相对真实的表达进入了鼎盛时期。经历了战

争、离别与纷乱之后的台湾作家，不得不在满目疮

痍的大地上重建精神家园。一边忍受与祖国大陆

的隔绝之苦，一边咀嚼与旧友亲朋的分离之痛，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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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良:《浅语的艺术》，第 282 页，( 台北) 国语日报社出版

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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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助他们排解苦闷的便是对过往时光的追忆。
因此，怀想故乡是散文创作的主旋律，回眸童年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儿时的家园、故乡的习俗、邻

家的玩伴，乃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皆为写作素

材。此种追忆与缅怀，成为孕育台湾儿童散文的温

床。虽未明确提出“儿童散文”概念，但王鼎钧、林

海音、琦君等率先尝试运用儿童视角传达对历史及

现实的思考，无疑为台湾儿童散文的崛起奠定了

基础。
此时期儿童在台湾散文中并非是模糊的背景。

对历史和战争的铭记、反思，对故国家园和亲人的

怀念，促使作家们以散文的方式祭奠曾经沉重而真

切的童年岁月。战争的苦难与残酷往往被淡化，以

纯真的儿童视角反衬战争等沉重事件方可举重若

轻。既能从某个侧面反映整个重大历史事件，又能

适当回避血腥和残酷，继而试图从硝烟弥漫的战火

中寻找些许人性光辉。比如，一位扎红头绳的女同

学在战争中永远“失踪”，寄寓了作者沉重的思念，

给予历经炮火洗礼的世人深挚的悲悯( 《红头绳》，

王鼎钧) 。战争中的“童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

物，一经触碰即牵动着整个时代的记忆。透过对童

年的回望，记录的不仅是孩子们单纯、苦难的过往，

还蕴藉着作者对故土的深切怀念。总之，战争中的

童年书写是此时期“儿童散文”的重要表征，既展现

了孩童时代的纯真美好，又礼赞了成长于战火中的

一代少年儿童的独立、坚毅，还提醒当下的孩子懂

得和平的可贵，呼吁世人反思战争的残酷与悲苦。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一湾海峡阻断了两岸的

血脉亲情，回不去的故国故园成为许多台湾作家写

作的源头。故乡、家园和童年，是 20 世纪 60 年代

台湾散文创作的关键词。落笔于对童年生活的回

忆和对故乡生活的留恋，表达对故乡与亲人不舍的

情怀。除却怀旧的温情，行文之中平添了更多地域

色彩与生活积淀。儿童视角较前一时期运用更加

圆熟、纯粹，尤以琦君的四部散文集《溪边碎语》
( 1962，台湾妇女月刊社) 《烟愁》( 1963，先启出版

社) 《琦 君 小 品》( 1966，三 民 书 局) 和《红 纱 灯》
( 1969，三民书局) 为代表。这些作品多追忆童年时

代故乡生活的点滴。琦君幼年生活在浙江永嘉县

瞿溪乡，与母亲在乡间简朴生活，在自由烂漫的自

然环境和家庭氛围中快乐成长。《桂花雨》《金盒

子》《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筒》《妈妈，我摔跤了》
《妈妈罚我跪》等皆为怀念童年、故乡、亲人的佳篇，

平和的文字里蕴藉着浓郁的爱意。
总之，五六十年代的两类童年回忆性散文，从

“战争”与“乡愁”的角度书写童年，可谓殊途同归。
然而，此类散文因创作风格与读者对象相对模糊，

并不能等同于“儿童散文”。首先，此类散文并未完

全遵照“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原则，并非自觉为儿

童创作。其次，尚未形成鲜明的主题与分类，创作

风格单一，未能凸显儿童散文的鲜明特质。最后，

运用儿童视角虽一定程度上符合儿童审美趣味，但

主旨不在表现儿童心理，而在于抒发远在他乡的成

人感念。当然，作为儿童散文的孕育期，开创了战

争、故乡与童年视角相结合的书写模式，为日后儿

童散文的长足发展作了铺垫。

二、提倡“为儿童”的“文学散文”与

浅语艺术，确立合法身份

20 世纪 70 年代是台湾儿童散文发展的关键时

期，确立了“为儿童”而写作“文学散文”的目标。之

前，台湾可谓“没有儿童散文的时代”①———多为成

人作家所著的回忆性文章，不是专门为孩子们而写

作的散文，没有明确的读者意识与文本定位。自 70
年代以降，在台湾“教育部”的“文艺创作奖”中首次

出现了“儿童散文”，儿童散文集随之涌现，林良( 笔

名子敏) 便是此时期横空出世的儿童散文“大家

长”。林良最初以“看图说话”与小读者结缘，继而

以《小太阳》广受赞誉。他的儿童散文多描写家庭

生活，从每日的“流水帐”中寻求意思; 解构常人眼

中的“平凡”，注入饱满的情感与有趣的想象，在文

与文之间构建出一种新的秩序; 启迪读者感受属于

自己生活中的美与趣，从而更加真诚地爱自己的

家。林良在《浅语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儿童散文

创作应遵循的两个原则: 一方面，语言必须是“生活

的真实”，即小读者日常接触到的语言，不生涩、不

生僻; 另一方面，时刻不能忘记读者对象是孩子。
写作时只能在孩子们所熟悉的那部分“语言的世

界”里寻找遨游的可能。比如《家里的诗》，作者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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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邱各蓉:《儿童文学史料初稿 1945 － 1989》，第 50 页，( 台

北) 富春文化公司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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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心裁用家居生活的八个片段谱写了一首温情款

款的“诗”，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爱的味道。“我”小

睡时，敏锐地捕捉到孩子们小心翼翼制造的所有音

响: 三个小家伙的对话声、努力克制的脚步声、争相

提醒的“嘘嘘”声、好心的拉窗帘声、意外的摔跤声，

等等。加之一连串“拉”“爬”“摔”“吓”的动作特

写，更是把小孩子的善意和爱心表现得妙趣横生。
用说话的语气叙述，真实地还原了家居生活现场的

所有状况，彰显了浅语艺术的真谛。
总之，70 年代台湾儿童散文确立了“为儿童”

而写作的创作理念，以林良为代表的儿童散文作家

从主题、语言、审美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度书写，从

而确立了台湾儿童散文的合法身份。然而，此时期

儿童散文处于萌芽阶段，题材较狭窄，作家寥寥，作

品不多，作品质量有待提高。

三、“儿童散文热潮”中刮起的“田野之风”

20 世纪 80 年代，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信息的传

入促进了台湾的儿童文学研究热。儿童读物出版

的兴盛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发表空间。台湾儿童文

学进入了成熟期，儿童散文借此迎来了热潮，《民生

报》的“儿童亲子版”( 主编桂文亚) 功不可没。“亲

子版”吸引了马景贤、谢武彰、李潼、冯辉岳、孙晴

峰、林焕彰等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进行儿童散文创

作，出版的优秀散文集有《琦君说童年》( 琦君) 、
《赤脚走过田野》( 谢武彰) 、《快乐少年》( 林良) 、
《点一盏灯》( 陈月琴) 等。其中，谢武彰的儿童散文

最负盛名，被誉为台南吹过的“田野之风”。谢武彰

出生于台南农家，儿童散文集代表作有《赤脚走过

田野》《奇妙的旅行袋》《布袋戏》和《天霸王》等。
这些作品从题材、创作意图和叙述风格等方面完成

了对儿童散文艺术形式的探索。“成人的世界，因

为受实际的生活和世间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

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

自由。年纪越小他的世界越大。”①谢武彰的童年感

受便是如此，遨游其中“触不到边”，正如向一个

“宝葫芦”中窥探，虽口小但肚大，里面尽是令人眼

花缭乱、闻所未闻的稀奇事物。弥漫于田野之间的

快乐，不只是身体的自由，更是心灵的释放。田间

书写正是在回归本真中找到了诠释生命的方式，在

“大道至简”中觅得了儿童散文的表现形式。其作

品徜徉于大自然中，感受童真的美好，既是台湾乡

村生活的缩影，又是一部微型的民俗史。《布袋戏》
由 21 篇趣文组成，堪称乡间生活的百科全书。该

书以童年视角追忆过去 30 年台湾的风土人情，回

顾了孩童记忆中淳朴的乡村生活与娱乐习俗，囊括

了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犹如一部童年

纪录片，简单不失深刻，天真不失感动，平实不失风

趣; 既着重描绘了闽南生活的独特风情，又寄托了

作者对家人的深厚情谊; 语言乡土味十足，多用对

话，弥补了单纯叙事的枯燥与无趣; 作者对人、事、
物的叙述细致、详尽，不加多余的渲染，用最朴实的

语言捕捉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非常适合低龄小读

者阅读。《天霸王》主要记述作者成长中的一系列

糗事，如《摸田螺》《裸奔记》《消灭臭虫记》《交田米

共记》《一张!》等等。随着作者年岁的增长，身后留

下的脚印不断延长，读者群从幼年成长至童年，文

本的深度与广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同时，作

品有意引导正在长大的孩子们逐渐形成独立思考

的能力，见微知著。教育使命始终潜藏在兴趣的外

衣之下，语言风格依旧诙谐，没有刻意用严肃掩盖

童年的单纯。《奇幻的旅行袋》写作视角由天真无

邪的儿童转变为具有理性思维的青少年，以大朋友

的口吻给即将长大的小朋友忠告; 放弃了从前稚

拙、有趣的表达，于精简的行文中渗透出深邃的人

生智慧，巧妙地传达教育性。
总之，虽然此时期台湾儿童散文的创作思维仍

停留在对自我经验的追忆，但创作题材日渐丰富，

为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创作的作品增多。“田野之

风”折射出台湾儿童散文在思想深度和选材精度等

方面的突破，标志着台湾儿童散文创作的成熟。

四、“审美”与“审智”的辉映与升华

台湾儿童散文经过 30 年的流变，从稚嫩走向

成熟。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教

育的普及，以及青少年读物出版的日新月异，儿童

文学得到广泛重视，这为台湾儿童散文的发展提供

了新的契机。台湾儿童散文作家的队伍不断壮大，

散文创作呈现崭新的气象。随着“为儿童”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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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丰子恺:《丰子恺文集》，第五卷，第 467 页，浙江文艺出版

社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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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深化，台湾儿童散文创作剔除了书写“报告

文学”的呆板，不再保守“怀旧”; 突破儿童散文创作

的思维定式，不再拘泥于叙说个人单薄的经历，尝

试在更为广阔的天空中寻求新的创作可能; 秉承

“真善美趣”的审美传统的同时，努力思辨，强化精

神高度、深度，从而实现“审美”与“审智”的辉映。
桂文亚无疑是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这位由成人文学转型至儿童文学的女作家，以

其“个人化”的叙述、“自由化”的创作，给儿童散文

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为儿童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丰

富的经验。她强化儿童散文的“文体意识”，书写

“儿童旅行散文”，既体现了其创作个性，又开辟了

台湾儿童散文书写的新疆域。
“少年散文的写作同别种文体的创作一样，其

难处和妙处都在于: 熟练地把握文体的特殊审美功

能，并和特定对象———少年儿童的欣赏接受水平、
同化能力以及发展趋向结合起来，即针对读者对象

同时又高于读者对象，尽力起到启发提高的职责。
以成人的经验返照儿童少年的心理世界，需要一种

特殊的眼光和心态，从而构成一定指向的艺术自

觉。”①桂文亚的儿童散文创作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

与读者意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从自身的

童年经验发掘创作素材，观照当下儿童的精神世

界、情感世界的同时，具有审智与审美的双重美学

意蕴。她的作品童心至上，以儿童视角展现家庭、
校园中的种种断面。没有严肃、刻板的教师，没有

家长威严的训话，很少有两代人之间隔膜，更多的

是“童心未泯”和“老顽童”调皮的悄悄话。儿童散

文离不开对美感的传达，美感栖居于她对童年生活

的深刻体悟之中，借一双“美丽的眼睛”重新审视并

发现，从而引导小读者以审美的标准去感受悲欢。
她的抒情并非隔靴搔痒，而是举重若轻传达诗意栖

居的姿态，揭示人之存在的本相。
世界如同一本美丽的书，旅行就是认识世界、

发现自我的过程，从而感悟人生的意义。桂文亚在

《美丽眼睛看世界》的后记中说:“人一旦脱离了原

本最熟悉的环境，是最有可能长出新细胞，发现新

环境带来的影响。”②桂文亚从初期以校园、景物、亲
情而自成一体的散文创作，转型到对旅行中所见所

闻的书写，将诗意的目光放之四海，文体内部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由生活散文过渡到游记散文，无论

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一种突破。“这是一个丰富

多彩的世界，当你看得愈多，你的眼界和心胸就开

放得愈大，愈能了解和包容世界上一切的人、事、
物———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

并没有绝对的‘美’，绝对的‘丑’，也没有绝对的

‘好’和绝对的‘坏’，而且世界一直在变化———没有

什么叫做‘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耐心，有方向，而

且具 备 足 够 的 勇 气，所 有 的 不 可 能 都 有 可 能 重

现。”③此乃桂文亚儿童旅游散文的创作理念。初始

以叙事为重头戏，继而渗透到精神层面，更注重对

生活本质的探寻与表达，注重知识性、教育性、趣味

性和思辨性的完美结合，从而拓展了台湾儿童散文

新的写作空间。

纵观台湾儿童散文 50 年来的发展，儿童散文

的整体创作风向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取材于生

活，试图保持与生活的一致性。童年经验、校园生

活和家庭生活成为常选题材; 多写亲身经历，依托

于真情实感，回避了苍白的虚构与无谓的抒情，作

品具有浓郁的生命意识。其二，具有台湾乡土特

色，文风朴素自然、简洁自由。其三，教育性潜藏于

字里行间。如果说趣味性是台湾儿童散文的外在

特征，那么教育性就是其内在意蕴。与大陆的儿童

散文相比，台湾儿童散文确立了明确的文体规范，

拥有一大批专事儿童散文创作的作家，诞生了一大

批经典作品，开辟了儿童散文的一个又一个疆域，

成为了儿童文学百花园中的炫目风景，为大陆的儿

童散文创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 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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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 our country. Meanwhile, taking the experience of ihe United Slates for reference is also important. On the basis of this,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i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our 

govern men I. At the same time,�h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in this area should be accelerated. In this way, the goal of 4'Tlie dweller has his room”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on people's basic livelihood (.an he achieved. 

Key words ： housing securily ； progress of legislation ； American experience ； use for reference 

The Functions of Cases Loading and Pressure Relieving on Criminal Pretrial Procedures (by GUO Tian-wu,IJ Yi-yi) 

Abstract ： At present, the prominent problem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fields is the facl lhat ihere are too many cases for ihe law-officers to deal 

with and the judicial resources are seriously overload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 must look back on ihe procedures themselves and fully develop the 

Functions of Cases Loading and Pressure Relieving on Criminal Pretrial Procedures. Concretely, wc can take measures such as perfecting the lawsuit 

threshold setting, broadening the diversion measures,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filling and investigation, building ihe delimitalinn, diversifying ihe 

proof standan) system of criminal evidences, improving the procedures of prosecution system,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cases loading and pressure relieving 

on criminal pretrial procedures. 

Key words： pretrial procedures� schwellen theorie; division mechanism� procedures managemcnl 

An Outline of Research on Youth Culture Industry (by WANG Quan-gen) 
Abstract ： Youth Cultural Production is a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youth as the main consumers and reception subject, ctharacterized as fashiona

ble ,pioneering and popular, and also highlighting the value and cognitive syslem of the youth. It significantly reflects the manner of the youth's t.ogriilion， 
expressioti and living. Youth cultural pvoiluets include l\vo series. One is of the products which are specially created and produced for the youth, such as 

Youlh Literature, Anime and Children's Television and Movies, and the other is of the�products which the youth have an extensive contact with, and main

ly are dipilal. Consid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New Century China's social culture and youth culture, the outline aims to omni

directionally and mu 11 i -d i niensional 1 v investigate ihe present slalus and problems of ihe youth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ls deep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l 

the subject and life of the youth ； and it also aims to sort out and discuss the main categories of ihe youth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ir properties, focusing 

on I lie four types whicli are ihe most popular wilh youth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youth, i. e. Youlh Literature t Children's Televi

sion and Movies, Animation and Digital Products. Fully aware of and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youth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mullidisciplinary academic resources, the outline submits the guiding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tor Youth Cultural Produc

t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the youth's spiritual life and i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Key words: eullural products； youth culture； youth problems� youth cultural products；youth literalure 

Investigation on the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Children's Prose in Taiwan (by ZHANG Guo-long,HAN Mu-fei) 

Abstract ： The object to be investigated in this article is the writing of children's prose in Taiwan, including� the breeding stage, that is, “child-

he KH I" in the flames of war and" nostalgui" in childhood ； the early stage, i. e. ” literary prosewriting for children and the art of plain words for which 

Children's prose had gained legal status；the mature stage, which include children's prose fever and rural scent；the new stage,in which beauty-appreciation 

was merged wilh wisdom-appreciation in children's prose. By taking works of representative writers for each period (Qi Jun, Lin Liang, Xie Wuzhang and 

Cui Wenya) as examples,and providing a multi-spot perspective of artistic style in prose creation, this article broadens the horizon in the children's prose 

visual threshold�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ldren's prose creation in mainland China. 

Key words ； cliilxlren�prost' in Taiwan�Lin Liang�Xie Wuzhang;Gui Wenya 

Picture Book Reading Cozy Home for Souls (by ZUO Fang, HONG Yi) 
Abstract: Picture books, like a printed edition of excellent movies, tell stories with pictures and lights. The reading of picture books is a pleasant 

and rational process, woven ai differenl levels Nvith direct picture reading acts and abstract experience of the reader. Picture books are ihe prime media of 

parenting reading and family education in ihe 2 1 si century. When reading picture book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a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hid

den and |)roun(i ronlenl on life ami culture. Picture books light up the awkwardness and weakness of human identity and help ihe readers adjusl thoughts 

to I hereality, live harmoniously with the world, and give their souls cozy residence. By reading picture books, children gel support in building 

up systematic perceptions and world views, in a wiser way, embracing themselves and their future life. 

Key words ： piclure lxiok ； family educalion ； role interactions�cozy home for souls 

A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Picturebook Medium (by ZHAO Ping) 
Abstract ： Different from other gen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picturebooks create and convey meaning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words and pic

tures. And as a special kind of books, picturebooks' material existence also eoatribvites to the pit'Uire.boiiks* meaning ronstrudion. This article aims lo do 

a research on ihe structure of the picturebook medium that creates and conveys meaning of picturebooks' works, and also intends lo find an effective analytic 

nuwle for construcling a piciurebooks own analytic theory. 

Key words ： piclurehooks； chiIdren's literature ； medium ； imag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by WANG Le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played a very imporlanl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former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tter. This thesis analyzed four imporlanl modem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eticians and their theo-

Key words ： modem China�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moder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