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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九○年代以前的黃春明是「小說的黃春明」，從他第一本小說集《兒子的大玩

偶》出版，到後來的《鑼》、《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青番公的故事》等等，

皆是以小說文體創作，並在台灣鄉土文學獲得一席之地。九○年代以後的黃春明卻

是「兒童文學的黃春明」，一九九○年出版的《王善壽與牛進》，1黃春明以文學、

漫畫的方式，以風趣、諷刺的筆調，完成了他第一本文學漫畫集，同年發表〈毛

毛有話〉系列於《皇冠雜誌》，借嬰兒之眼看社會，兩者似乎可見黃春明對鄉土人

物的關懷轉移到兒童文學的創作。一九九三年，《黃春明童話》2出版，包括《我是

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雀‧稻草人》等五本撕畫童

話，並編導兒童舞台劇「稻草人和小麻雀」，更於隔年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

編導兒童歌舞劇「小李子不是大騙子」、「我不要當國王了」、人偶劇「掛鈴鐺」等

等，並創作〈停電〉、〈我是風〉等童詩，從此專心於兒童世界。 

 

黃春明寫作的版圖跨足小說、散文、漫畫、童話、童詩、劇本等作品，儘管

形式多變，但題材始終與台灣這塊土地與人群緊緊相繫，而無論他以何種文體書

寫，始終帶有黃春明特有的語言藝術。故本論文試圖以語言藝術探討童詩、童話、

劇本三個部份，並探究作品的主題意識、表現技巧、語言特色等層面，希冀能提

供黃春明「兒童世界」的讀者與研究者另一種藝術的思考方向。 

 

貳、文獻回顧、分析探討 

 

查詢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網站，以關鍵詞查詢有關「黃春明」的相關論文

共有一○七篇，大多是以黃春明小說文類為研究重點，再以關鍵詞查詢「黃春明」

與「童話」之相關論文共有三十九篇，其中有關黃春明兒童文學的研究共有四篇

學術論文。第一篇是馬蕙芳的《黃春明兒童文學研究》，3以《黃春明童話》與兒童

戲劇劇本為研究文本，論述黃春明童話中人物自我定位與社會衝突之關係，並以

黃春明小說散文之主題意識歸納整理與兒童文學一致之主題意識，再就其文學作

品之本與原創的意義做分析，但並未對作品中的語言技巧加以分析。第二篇是鄭

 
1 黃春明，《王善壽與牛進》（台北：皇冠出版社，1990）。 
2 黃春明，《黃春明童話》系列為《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雀‧

稻草人》等五本（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05）。 
3 馬蕙芳，〈黃春明兒童文學研究〉（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4）。 



 3 

小鳳的《黃春明兒童戲劇研究》，4以「黃大魚兒童劇團」與「復興少年劇團」的

成立過程與未來發展為研究重點，並以黃春明兒童劇本為文本，分析戲劇的精神

與內涵，由於重心在兒童戲劇的探討，因此未討論童話與童詩部份。第三篇是李

雅鈴的《黃春明童話研究》，5雖對主題思想、寫作技巧、圖像藝術予以研究，卻

只有一小節討論到語言與圖像的分析。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以黃春明童詩、童話及兒童戲劇為研究對象，試圖分析黃春明作品

的主題意識與語言特色。從資料蒐集中探究作者創作兒童文學的背景與歷程，探

求作者的敘寫特質及欲傳達於讀者的觀念思想。本論文之研究範圍，首先在童詩

部份，由於黃春明的童詩並未集結成冊，僅能由黃春明發表之報章雜誌蒐集其文

本，恐遺漏之作品是本論文需全面檢視、克服的部份。在童話部份，《黃春明童話》

共有五本，分別為《我是貓也》、《短鼻象》、《小駝背》、《愛吃糖的皇帝》、《小麻

雀‧稻草人》等五本撕畫童話，以撕畫搭配故事內容而成的圖畫書，包含了文字語

言與圖像語言兩種不同的藝術表現，試以圖畫書的相關理論，從文字與圖像二方

面進行探討，透過主題意涵、情節結構、語言表達、圖文搭配等多元角度，剖析

《黃春明童話》豐富的語言藝術。在兒童戲劇劇本部份，以《無鳥國》（又名《我

不要當國王》）、《掛鈴鐺》、《新桃花源記》（原名《小李子不是大騙子》）、《愛吃糖

的皇帝》、《稻草人和小麻雀》，以此五個兒童劇劇本之文字敘述及意念表達為研究

對象，避免研究過於繁雜，因此並不討論有關舞台設計、道具等戲劇專業事項。 

 

一、歸納法 

 

廣泛蒐集與作者相關的報紙、講座紀錄、期刊、論文等文獻資料，加以整合、

歸納，融合成第二章黃春明「兒童世界」的創作背景內容，簡述黃春明的成長背

景，並整理黃春明投入鄉土教育工作、編導兒童戲劇的軌跡，從過去的經驗中得

知他踏入兒童文學創作的契機與歷程。 

 

二、分析法 

 
4 鄭小鳳，〈黃春明兒童戲劇研究〉（碩士論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2005）。 
5 李雅鈴，〈黃春明童話研究〉（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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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瞭解作者創作背景之後，首先以兒童文學理論為基礎，從黃春明童詩的詞

彙應用、表現技巧與聲韻節奏等三方面進行分析，並比較成人與兒童詩作的差異。

接著輔以圖畫書相關理論，從情節結構、角色塑造、語言表達等層面，分析《黃

春明童話》在文字語言的藝術表現，再從圖文關係、造形與色彩等方面，探究《黃

春明童話》的撕畫在圖像語言的藝術特色。文字語言與圖像語言都是讀者深入書

本意涵的重要媒介，因此從文字與圖像加以剖析，以期瞭解作者藉由文本所欲傳

遞的訊息。在戲劇部份，首先針對「兒童劇場」的定位及戲劇語言的創作技巧和

功能加以說明，以這些技巧和特色為基礎，審視黃春明兒童劇本中的戲劇語言，

由於黃春明的兒童戲劇大多從童話改編，因此比較童話語言與戲劇語言的相異

處，以及其語言模式達成與未達成的創作意圖。 

 

三、表列法 

 

為使研究成果能更清楚呈現，將黃春明的大事年表、《黃春明童話》的主題、

角色等資料繪製成表，藉此助於整體概念的建立。 

 

肆、論文架構及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分析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論文以語言藝術探討童詩、童話、劇本三個部份，探究作品的文字語言、

圖像語言、戲劇語言，希冀能提供黃春明「兒童世界」的讀者與研究者另一個思

考方向。過去的研究中並未將黃春明的童詩、童話、兒童戲劇一同討論，且未著

重於語言藝術部份，但實際上童詩、童話、兒童戲劇皆為兒童文學的一部份，本

是密不可分，而且童詩、童話、兒童戲劇同樣擁有黃春明豐富的語言特色，因此

為本論文研究方向。 

 

第二章 黃春明「兒童世界」的創作背景 

第一節 成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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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兒童文化的關懷 

 

從黃春明的成長背景可見其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從母親去世而產生細膩敏

感、孤獨叛逆的個性，到求學歷程的顛沛流離，成年後從小說世界踏入兒童劇場，

創作文學漫畫《王善壽與牛進》、童話集、童詩，並從事鄉土教育工作，直到現今

仍投入於兒童戲劇，都與其成長背景息息相關。 

 

第三章 黃春明童詩的語言藝術 

第一節 詞語 

第二節 寫作技巧 

第三節 聲韻節奏 

 

從詞語應用、寫作技巧與聲韻節奏等方面探討黃春明童詩的作品內容，並以

黃春明的成長背景予以對照，分析其童詩創作的主題意識與風土民情。 

 

第四章 黃春明童話的語言藝術 

第一節 主題探討 

第二節 寫作技巧 

第三節 圖像語言 

 

黃春明童話包含文字與圖像兩個部份，文字語言與圖像語言都是讀者深入書

本意涵的重要媒介，因此從主題意識、寫作技巧、圖像語言加以剖析，以期瞭解

作者藉由文本所欲傳遞的訊息。 

 

第五章 黃春明兒童戲劇的語言藝術 

第一節 推動情節進展的戲劇語言 

第二節 刻畫人物性格與人物關係 

第三節 其他特殊之表現技巧 

 

以情節安排、人物性格與人物關係等方面分析黃春明兒童劇本中的戲劇語

言，由於黃春明的兒童戲劇大多從童話改編，並比較童話語言與戲劇語言的相異

之處。 

 

第六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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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黃春明童詩、童話、兒童戲劇三部份的語言特色與價值，並提出檢討與

建議。 

 

伍、預期之學術貢獻 

 

近年來黃春明投入兒童文學的發展與教育，因此大部份的研究者也多往黃春

明童話、戲劇的方面分析，如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甫在 2008 年 11 月 22、23 日

於台北市立圖書館舉辦「資深作家－黃春明、鄭清文童話研討會」，會上五篇

有關黃春明的論文發表皆以《黃春明童話》為研究對象。檢視過去的研究中並未

將黃春明的童詩、童話、兒童戲劇一同討論，且未著重於語言藝術部份，但實際

上童詩、童話、兒童戲劇皆為兒童文學的一部份，本是密不可分，而且童詩、童

話、兒童戲劇同樣擁有黃春明豐富的語言特色，尤其黃春明的戲劇大多從他本身

的童話集裡改編而成，更有其緊密關聯性，從童詩的語言文字之單一面向，到黃

春明獨特的撕畫童話形成圖像與文字內容的雙方互動，再將文本上的圖像與文字

藉由舞台的佈置、演員的外形、對話的內容等，真實地貼近於觀眾面前，不同形

式所表現出的不同語言藝術，是本論文欲探討與創新的思維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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