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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家琪，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台湾《民生报》记者，现专事写作， 以童话及少年小说创作
为主。已出版童话、少年小说、翻译和改写作品二百余册。长篇少年小说《小婉心》获1992 年台湾“
金鼎奖”；短篇小说集《珍珠奶茶的诱惑》，获1995 年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短篇少年小说优选
及1996 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最佳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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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管家琪童话赏析
　　徐锦成
　　
　　1
　　管家琪是当代台湾儿童文学界创作量最大的作家。毫无疑问，她也是最具代表 的童话作家之一。
　　但管家琪的创作年资其实并不长。她的第一本童话集《口水龙》出版于1991年7月（台湾民生报社
版），之后才开始专业写作。她擅长的文类很多，其中以童话及少年小说的成绩最令人瞩目。
　　许多人对管家琪丰沛的创作活力很感兴趣。但看过她的书的读者，不难在她的“序”或“后记”
里，找到她透露的创作线索：
　　
　　我的童话观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就只是“希望能写一个好玩的故事”，如此而已。
　　我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说故事的人”，努力想写一个又一个精彩好听的故事。
　　我写儿童文学（尤其是写童话），绝不是为了孩子们而写作。我不为任何人，完全只为自己。我
觉得自己可以写童话，而且，写童话让我觉得很快乐。
　　
　　这些都不是客套话，也算不上夸张的大话。这些话洋溢着创作者的热情，而做任何事如果缺乏足
够的热情，都难有所成──“说故事”这个行业当然也一样。
　　
　　2
　　作家为了自己而写作，事实上是极其自然的。但或许是受到“文以载道”传统观念──这点管家
琪向来反对──的影响，肯大方承认的作家并不多。然而，所谓“为了自己”而写，除了满足作家的
自我实现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
　　就算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吧！如果我们把“为了自己而写”里的“自己”扩大解释，那么，管
家琪会不会希望透过作品告诉读者：要认清自己、做自己，进而爱护自己呢？
　　在《奇幻温泉》这篇童话里，老虎、斑马及金钱豹一起泡汤之后，都丧失原有的斑纹，且愈泡愈
麻烦，斑纹互相交换，但就是回不到自己身上。敏感的读者可以看出，这是很好的童话开头。想象一
下：老虎披着斑马的斑纹、斑马披着金钱豹的斑纹、金钱豹披着老虎的斑纹，故事若照这样发展下去
，许多趣事都可能发生。然而，管家琪偏不这么写，她的处理方式是：他们都不喜欢这种“从头到脚
焕然一新”的改变，都想找回自己原来的斑纹。老虎、斑马及金钱豹虽然都没说，但我想他们都该同
意——自己的斑纹总是最好的。
　　再看另一篇《超级萝卜》。胖妞起先并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即使她因此赢得在话剧里扮演萝卜的
机会也不知珍惜，终于为此付出代价。可想而知，她最后必能领悟“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更加
爱惜自己。
　　读管家琪的作品很容易开心，许多评论者也说管家琪的童话具有幽默的特质。我认为，那必定是
因为作者写作时相当开心，而作品把她的心情传送出来的缘故。她写作是为了娱己，但最后也娱了人
。
　　
　　3
　　身为人数众多的管家琪童话迷之一，我想替这位产量丰富的作家编一本选集的心愿由来已久。但
在着手之前，我却想起管家琪的一些话。她是这样说的：
　　
　　已经发表的作品，我向来懒得再去管它。我比较在意正在酝酿的新作。
　　我总觉得，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了“过去式”，是不必再去理会了。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进行式
”。
　　
　　作家持续往前走当然是好事，但我忍不住好奇：一位从不回顾的行者若有机会蓦然回首，将看见
什么样的风景呢？想知道作家本人心中的代表作，何不让她编一本自选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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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龙》

　　管家琪接受了这个提议。呈现在此的这本书，便是她亲自编选的。她在提出篇目之后，客气的要
我增删，但我放弃了这项权利。这本书大致依照管家琪的创作顺序编排而成，清楚涵盖了她各个时期
、各种题材的重要作品。不论是想轻松地认识管家琪，或想严肃地研究管家琪，这都是本不可多得的
梦幻选集。
　　这是管家琪第一次出版选集，且是一本自选集，而我相信它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管家琪说过：
　　
　　尽管多半时候都是在“自得其乐”，但我还是会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志业。
　　
　　因此，这本书无疑将只是阶段性的回顾。只要管家琪继续写，未来的华文童话世界就不怕冷场。
为自己而写的管家琪，其实造福的人可真不少呢！
　　
　　                             ——选自福建少儿社“台湾童话列车”书系
　　                                                  之《口水龙》
　　
2、以前最爱的一本 这个出版社的封面真是好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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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水龙》

精彩书评

1、管家琪我从小就喜欢写，写信、写日记、写一些开了头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言情小说。尽
管多半都是在自说自话，但我还是乐此不疲，老在写个不停。比方说，写信之于我，永远都是“赔本
生意”，总是我写得多，收得少。可我也不在乎，只要有写信的对象，我就猛写，因为我需要写，我
太喜欢写了。一直到大学时期，我对儿童文学仍然缺乏认识。就算我从念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偷偷
做起作家梦，在青少年时期所崇拜的偶像也全是作家。好长一段时间，我还特别崇拜赵宁，把《赵宁
留美记》看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现在想来，我是特别喜欢那种幽默的风格吧！但我就算偶尔做做
白日梦，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写一点什么，可从来就没想过要写儿童文学。说“偶尔做做白日梦”是
真的。在我念大二以前，多半时候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无可救药的废物。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以后
能做什么，只希望能够赶快长大。大二时参加耕莘文教院的“耕莘青年写作会”，对我的影响相当深
远，一方面认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有机会比较有系统地接触文艺理论，以及亲眼目
睹好多作家的风采，心中满怀羡慕和崇拜之情。一直到现在，“作家”对于我来说，仍不是一个一般
的行业。尽管我已出版了200多本少儿图书，而且肯定还会增加，可是每当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还
是不好意思自称是“作家”，而只是说：“我是在家写东西的。”我很看重作家的工作，也很珍视作
家这个身份。我可是直到27岁当了妈妈之后，才突然发觉原来我会写童话，原来我也有机会当作家！
自从1991年5月底离开台湾《民生报》，结束7年的记者生涯以后，我就决心不再出去找工作，就坐在
家里埋头苦写，做一个专职写少儿文学的人。意思就是写作从此不但成了我谋生的方式，更将是我后
半辈子的志业，绝不仅是“兴趣”而已。我决心要“活到老、写到老”，“一日不写、一日不食”，
我是不会再改行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疯了，至少都觉得我挺傻的吧。想想时间真是过得
好快，转眼间居然已经15年过去了。如果儿童文学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个花园里
相当能够自得其乐的园丁。我是从童话开始展开儿童文学的生涯。感谢台湾九歌出版社，感谢陈素芳
和徐锦成两位主编的邀约，让我有机会出这么一本童话精选集。我很开心，也感到很荣幸，我认为这
是对我十几年来童话写作的一大肯定。在整理童话创作年表时，无意中发现一件事。自1991年《口水
龙》出版以来，一直到现在，每一年我都会有童话作品出版，唯独2003年，一本也没有。2003年我干
吗去了？那一年我所改写的《中国故事宝盒》（中国古典文学改写，一共12册）由台湾幼狮文化出版
了。为了这套书，我从2002年开始，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都在进行这项工程。那大概也是我截至目前
为止，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阶段。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同时在台湾《国语日报》连载系列童话《长发女
妖梅杜莎》。可惜这个系列至今还没有出版。在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不会放弃写童话。因为写童话实
在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多么平凡无奇的事物，若能用童话的眼睛重新审视，立刻就会找到好玩的地方
。我甚至觉得，如果喜欢童话、能够欣赏童话的人能更多一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一定会可爱得多
！——选自福建少儿社“台湾童话列车”书系之《口水龙》
2、徐锦成童话，是魅力独具的文类。一个人儿时接触到的童话，往往影响其一生。一个文明的童话
，也往往反映出——甚至型塑了——这个文明的人民性格。童话一方面是活泼的，但同时也是温和的
。活泼，因此我们可以从童话中看出一个文明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温和，因此童话界少有话题、少有
论战，以致文坛的聚光灯也难得打在童话身上。童话的发展跟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但从文坛的现状
看，诗、小说、散文是三大主流文类；戏剧作品不多，但也有其地位。至于童话，与前四者相较无疑
最为寂寞。文学界长期的忽略，使童话受到的重视程度肯定远远不及她本身的成就。是该重新认识并
重视童话的时候了！童话，是呼唤童心的文学。不只属于儿童，也属于所有童心未泯或想寻回童心的
成年人。而童心，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最宝贵的。错过童话，对喜欢文学的读者来说是一大损
失。九歌出版社自2003年开始推出“年度童话选”，获得广大回响。如今又推出“童话列车”，在台
湾儿童文学出版上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以往的童话选集，不论依类型或依年代来编，都是集体作者
的合集。而这次，我们以个人为基准，要为童话作家编出一部部足以彰显其成就的代表作。在作家的
选择上，所有资深的前辈作家以及活力旺盛的中生代作家，只要作品具有一定的质量，都是我们希望
合作的对象。而作家的来源也不限于台湾。我们放眼华文世界，希望能为各地的优秀华文童话家出版
选集。在篇目的选择上，则由编者与作者深入沟通，务必使所收录的作品能确实具有代表性、能充分
展现作者的风格。每本书末皆有一篇赏析专文，用意在提醒读者留意该作家的童话特色。我们希望透
过这一系列精选集，向优异而丰富的华文童话家致敬。更期望大小读者能透过他们的作品，品味到文
学的童心。——选自福建少儿社“台湾童话列车”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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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家琪童话赏析徐锦成1管家琪是当代台湾儿童文学界创作量最大的作家。毫无疑问，她也是
最具代表 的童话作家之一。但管家琪的创作年资其实并不长。她的第一本童话集《口水龙》出版
于1991年7月（台湾民生报社版），之后才开始专业写作。她擅长的文类很多，其中以童话及少年小说
的成绩最令人瞩目。许多人对管家琪丰沛的创作活力很感兴趣。但看过她的书的读者，不难在她的“
序”或“后记”里，找到她透露的创作线索：我的童话观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就只是“希望能写一个
好玩的故事”，如此而已。我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说故事的人”，努力想写一个又一个精彩好听
的故事。我写儿童文学（尤其是写童话），绝不是为了孩子们而写作。我不为任何人，完全只为自己
。我觉得自己可以写童话，而且，写童话让我觉得很快乐。这些都不是客套话，也算不上夸张的大话
。这些话洋溢着创作者的热情，而做任何事如果缺乏足够的热情，都难有所成──“说故事”这个行
业当然也一样。2作家为了自己而写作，事实上是极其自然的。但或许是受到“文以载道”传统观念
──这点管家琪向来反对──的影响，肯大方承认的作家并不多。然而，所谓“为了自己”而写，除
了满足作家的自我实现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就算是一种有意的“误读”吧！如果我们把“为了自
己而写”里的“自己”扩大解释，那么，管家琪会不会希望透过作品告诉读者：要认清自己、做自己
，进而爱护自己呢？在《奇幻温泉》这篇童话里，老虎、斑马及金钱豹一起泡汤之后，都丧失原有的
斑纹，且愈泡愈麻烦，斑纹互相交换，但就是回不到自己身上。敏感的读者可以看出，这是很好的童
话开头。想象一下：老虎披着斑马的斑纹、斑马披着金钱豹的斑纹、金钱豹披着老虎的斑纹，故事若
照这样发展下去，许多趣事都可能发生。然而，管家琪偏不这么写，她的处理方式是：他们都不喜欢
这种“从头到脚焕然一新”的改变，都想找回自己原来的斑纹。老虎、斑马及金钱豹虽然都没说，但
我想他们都该同意——自己的斑纹总是最好的。再看另一篇《超级萝卜》。胖妞起先并不满意自己的
身材，即使她因此赢得在话剧里扮演萝卜的机会也不知珍惜，终于为此付出代价。可想而知，她最后
必能领悟“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更加爱惜自己。读管家琪的作品很容易开心，许多评论者也说
管家琪的童话具有幽默的特质。我认为，那必定是因为作者写作时相当开心，而作品把她的心情传送
出来的缘故。她写作是为了娱己，但最后也娱了人。3身为人数众多的管家琪童话迷之一，我想替这
位产量丰富的作家编一本选集的心愿由来已久。但在着手之前，我却想起管家琪的一些话。她是这样
说的：已经发表的作品，我向来懒得再去管它。我比较在意正在酝酿的新作。我总觉得，作品一旦发
表，就成了“过去式”，是不必再去理会了。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进行式”。作家持续往前走当然是
好事，但我忍不住好奇：一位从不回顾的行者若有机会蓦然回首，将看见什么样的风景呢？想知道作
家本人心中的代表作，何不让她编一本自选集呢？管家琪接受了这个提议。呈现在此的这本书，便是
她亲自编选的。她在提出篇目之后，客气的要我增删，但我放弃了这项权利。这本书大致依照管家琪
的创作顺序编排而成，清楚涵盖了她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重要作品。不论是想轻松地认识管家琪，
或想严肃地研究管家琪，这都是本不可多得的梦幻选集。这是管家琪第一次出版选集，且是一本自选
集，而我相信它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管家琪说过：尽管多半时候都是在“自得其乐”，但我还是会
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志业。因此，这本书无疑将只是阶段性的回顾。只要管家琪继续写
，未来的华文童话世界就不怕冷场。为自己而写的管家琪，其实造福的人可真不少呢！——选自福建
少儿社“台湾童话列车”书系之《口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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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口水龙》的笔记-口水龙

        
　　“口水龙”独自住在蓝色的海边，他是前几天才刚搬来的。
其实，“口水龙”并不怎么喜欢海，即使搬来海边，他仍然十分怀念从前住在彩霞森林的日子，和那
群可爱的朋友。
　　那时，他还不叫“口水龙”，大家都叫他的名字“阿丹”。
　　阿丹是一只文静的小恐龙，他的脖子细细的、身体圆圆的、尾巴翘翘的。在彩霞森林，大家都喜
欢爬到阿丹身上欣赏风景，天热时更喜欢在他身旁玩耍，请他帮忙遮荫。而阿丹静静看着朋友们在他
圆滚滚的身影之下玩得那么开心，心里也觉得很幸福。
　　这样美好的日子，谁也没想到，竟然在今年春天阿丹生了一场病之后就改变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阿丹突然变得很会流口水，不仅自己鹅黄色外衣上老是一滩一滩的口水，更要命的是，口水还会多
得滴下来。阿丹虽然只是一只迷你恐龙，但和他的朋友比较起来，还是庞大许多。因此，当他一滴起
口水，对大象、狮子、老虎、花豹这些“小朋友”来说，简直像瀑布，大家纷纷走避。
　　 “哎呀，阿丹又滴口水了！”
　　 “天啊，我刚洗好澡的呀！”
　　阿丹非常羞惭，拼命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不得了，他一张口，口水流得更多了。
　　从这时候开始，大家就改口叫他“口水龙”了。
　　听到这样的绰号，内向的阿丹更加沉默寡言。他努力想闭紧嘴巴，阻止讨厌的口水往外流，但总
是没有多大的作用。
　　当他发现朋友围绕在他身边玩耍，都变得比较心不在焉，老是紧张兮兮地往上瞧时，阿丹心里真
有说不出的抱歉。他非常自责：“怎么办？我给大家带来了困扰，我是不是该自己走远一点？”但是
，他实在舍不得这些朋友，也舍不得美丽的彩霞森林。“啊，我怎么会有这种怪毛病？我真是天底下
最可笑的恐龙！”阿丹忍不住自怨自艾起来。
　　至于“小朋友”们，其实也经常偷偷聚在一起伤脑筋。
　　老虎说：“怎么办？这么久了，‘口水龙’的毛病好像都没好转。”
　　狮子说：“我建议以后天天穿雨衣。”
　　 “你不怕这样会伤了‘口水龙’的自尊心吗？”兔子、花豹都很反对。
　　 “可是我们这样成天躲他的口水，阿丹心里一定也很难过啊！”大象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就是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有一天， 阿丹发现他的好朋友都不见了，全森林的动物好像变成空气似的，统统都不见了。
　　 “也许他们临时有重要的事要做吧！”阿丹这样安慰自己。
　　第二天，依然一个朋友也没出现。“大概是事情还没做完。”阿丹还是强做镇定。
到了第三天，他再也受不了。“啊，他们终于抛弃我了！”阿丹好伤心，趴在山上大哭起来，哭得满
脸水糊糊的，泪水、口水全部混在一起。
　　于是，阿丹就这样离开了彩霞森林，来到蓝色的海边。
　　 “他们叫我‘口水龙’，也许我应该干脆学着做一只‘水龙’，
　　成天泡在水里的话，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老是流口水了。”阿丹难过地想着，他觉得自己已经心
碎了。
　　当大象一伙找到阿丹时，他几乎整个身体都藏在大海里。
　　大象首先朝着他大喊：“ 嗳！口水龙，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乍见老朋友，阿丹真是又兴奋又激动，但一想起他们的无情，又强迫自己装得无所谓：“喔，没
什么，我只是想做一只水龙。”
　　 “干吗要做水龙啊？”大家忙着合力推一个大盒子，大象还在叫他，“口水龙你看！这是我们送
你的小礼物。”
　　阿丹这才回过身来，很不明白地问道：“为什么要送我东西？”他心里真正想问的是：“你们不
是不理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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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嚷嚷着：“哎呀，你快打开来看嘛！”其他的朋友也一起笑着、闹着：“是啊，快打开看！
”
　　阿丹好奇地拨弄一下那个盒子，然后小心翼翼将盖子揭开来——
　　一条围兜！居然是一条围兜！
　　老虎说：“这是大象的主意，以后你戴上这条围兜，就可以用来擦口水了，而且你也不会再老是
那么嘴巴糊糊的，好难受。”
　　狮子说：“我们发动全森林的动物，大家把家里吸水力最棒的床单集中在一起，缝了三天三夜才
缝好的。”
　　 “你怎么跑掉了嘛！”小白兔还在喘气，“害我们大家推着这盒子到处找你，累死了！”
　　大象说：“好啦！别泡水啦！我们都知道你不喜欢海的，快跟我们回家吧！”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说话，只有阿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太感动了！
　　当阿丹好不容易压抑住想哭的冲动（他不希望把这些可爱的朋友淋湿），从海里站起身来，准备
回彩霞森林时，大家这才看清楚他的脸，愣了好一会儿，一个个吃惊得叫起来：　　 “口水龙，你什
么时候多了一颗大门牙？”
　　阿丹赶快摸摸自己的嘴，也吓了一跳。他不过在海里躲了几天，怎么就多出了这个玩意儿？
　　说也奇怪，自从多了这颗大门牙，阿丹就不再流口水了。不过，阿丹还是天天系着那条五颜六色
、七拼八凑的围兜，因为这条围兜让他知道，他的朋友有多爱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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